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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姜能山

姜能山，男，汉族，1938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湖北

省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熊

家咀村村民。

姜 能 山 六 十 多 年 如 一

日，坚守信念，践行诺言，义

务守护红军烈士墓，为无名

烈士寻找亲人，宣传宣讲英

雄烈士事迹，被誉为“英烈守

护人”。

湖北省红安县是鄂豫皖

革命根据地的摇篮，七里坪

镇 是 红 四 方 面 军 诞 生 地 。

1930 年，在巩固鄂豫皖革命

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73 名

红军战士在此牺牲，安葬在

熊家咀村姜家岗湾荒坡上。

作为红军后代，姜能山从小

听着红军故事长大，心怀对

英雄的崇敬之情。1958 年，

姜能山和村民程于美一起到

墓地植树，他对同伴说：“我

们一定要尽自己所能把这些

烈士墓守住！有朝一日，他

们的后人找到他们，也有个

祭拜的地方。”在栽下 14 棵

柏树后，他默默立下“为烈士

义务守墓、寻找亲人”的铮铮

誓言。自此，20 岁的他便承

担起看护烈士墓的重任。为

了保住墓地，他肩挑背扛，运

来黄土，将 53 人合葬墓和 20
座 个 人 墓 都 修 葺 好 。 2008
年大年三十，大雪纷飞，路上

积雪深达 30 多厘米，姜能山

坚持到红军烈士墓祭拜，途

中不小心滚到山沟里被大雪

淹没，儿子找到他时，他已经

被冻僵了，好不容易才被抢

救过来。

帮 助 73 名 烈 士 找 到 亲

人是姜能山不变的初衷，多

年 来 他 始 终 竭 尽 所 能 寻 找

烈士们的亲人。1994 年，找

到 了 烈 士 高 德 福 的 后 人 ；

2012 年，找到了烈士黄民进

的 儿 子 。 烈 士 后 人 拿 钱 感

谢 姜 能 山 这 么 多 年 帮 忙 守

墓 。 姜 能 山 婉 言 谢 绝 ，说 ：

“ 这 是 做 人 的 本 分 ，是 我 应

该做的……”

为 了 宣 传 弘 扬 英 雄 事

迹，姜能山四处搜寻与烈士

有关的战役和事迹资料，当

起 了 义 务 红 色 宣 讲 员 。 他

说：“现在国家政策好了，大

家的生活也好了，只要我活

一天，我就要守护好英烈的

家，让更多的人知道英雄的

事迹！”

姜能山荣获湖北省道德

模 范 称 号 ，荣 登“ 中 国 好 人

榜”。

342 祝雪兰

祝雪兰，女，瑶族，1971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广西

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苍梧县六

堡镇山坪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祝雪兰带领村民不断壮

大六堡茶产业，走出一条集

生产美、生活美、生态美的乡

村发展新路子，兑现了她带

富一方、传承手艺、发展产业

的郑重承诺。

2008 年秋，她当选山坪

村党支部书记，承诺带领乡

亲们脱贫致富。面对山坪村

“山比田地多，地无三尺平”

的现实，她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修好通向大山外的路，实

现“茶香不怕山路弯”。她捐

出 自 家 1 亩 多 平 整 土 地 和

6.2 万元征地补偿款，建起山

坪 村 公 共 服 务 中 心 。 2016
年，山坪村实现整村脱贫。

2015 年，祝雪兰成立六

堡茶专业合作社，她向村民

公开承诺，在茶叶价格下跌

的时候，也决不降低价格收

购，赢得村民们的信任与好

评。她说服家人，开办“茶园

讲堂”，向村民免费传授制茶

技艺，培养出 80 多名专业制

茶师，近千名从业者传承了

六堡茶制作技艺。她帮助外

出 务 工 村 民 回 乡 发 展 茶 产

业，全村种植茶园面积 3700
多 亩 ，村 民 年 人 均 收 入 从

2017 年 的 7000 元 提 高 到

2024 年的 2.6 万元。

祝雪兰深入茶业发达地

区，咨询茶学专家学者，学习

打造茶叶产业链。她与村民

并肩作战，建设六堡茶展馆，

创建“山坪瑶家六堡”品牌，

组建瑶族文化文艺队，探索

“ 茶 品 牌 + 瑶 文 化 + 乡 村 旅

游”发展模式，推动六堡茶文

化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在她

的带领下，山坪村还辐射带

动了周边村镇大规模种植六

堡茶，全县茶园总面积达到

20.5 万 亩 ，综 合 产 值 高 达

81.5 亿元。

祝雪兰荣获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全国三八红旗

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个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等称号。

343 袁守根

袁守根，男，汉族，1941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江西省

赣州市信丰县脐橙产业协会

顾问。

50 多年来，袁守根一直

把“推广脐橙，让果农致富”

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他攻

克了一个个难题，为赣南果

业大开发总结出了一整套技

术规程和操作经验。

袁守根大学毕业后，远

离家乡，来到赣南。1970 年

冬，他了解到有一个脐橙新

品种品质很好，便从外地精

心挑选了 200 株脐橙苗种在

了宿舍后一个小山头上。他

在脐橙树旁搭起棚子，建了

个“气象哨”，细心地为每株

苗 编 号 ，没 日 没 夜 地 观 察 。

饭点时，他会捧着碗，蹲在那

里边吃饭边看着它们。到了

第 三 年 ，200 株 苗 存 活 并 有

156 株 成 功 挂 果 。 1977 年 ，

赣南脐橙在香港卖出每公斤

36 港元的“天价”，国家顺势

在赣南建立了 3 个外贸脐橙

基 地 ，赣 南 脐 橙 产 业 破 土

而出。

几十年间，袁守根的脚

步 踏 遍 了 信 丰 县 每 一 个 村

组、每座山头、每片果园，但

回家乡的次数却屈指可数。

对此，袁守根愧疚不已：自己

或许是一个称职的技术员，

却不是一个称职的儿子。

2001 年 ，袁 守 根 退 休

了，依然忙着为果农实地指

导、远程授课。只要涉及脐

橙，袁守根都来者不拒，有问

必答，毫无保留地传技术、出

点子。至今，袁守根没有自

己的一片果园，为的就是把

更 多 的 时 间 和 精 力 服 务 乡

亲。2013 年，柑橘黄龙病暴

发，袁守根经过反复研究，果

断提出“种无毒苗木、消灭木

虱 、挖 除 病 树 ”三 大 防 控 措

施，帮助果农渡过了难关、坚

定了信心。

袁守根荣获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

江西省道德模范等称号，荣

登“中国好人榜”。

344 钱 忠

钱忠，男，汉族，1968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国网上海

市电力公司嘉定供电公司输

电（配电）带电作业班班长。

钱 忠 竭 尽 所 能 钻 研 带

电 作 业 的 技 能 ，努 力 践 行

“ 让 亮 起 来 的 灯 不 灭 ”的 铮

铮誓言。

钱 忠 深 耕 一 线 三 十 八

载，身贴万伏高压“主刀”线

路进行“微创手术”，累计近

万次“上线”，确保电网运行

正常。为确保在第一时间能

够接到任务，他的手机常年

24 小 时 待 命 。 台 风 救 灾 他

曾连续 36 个小时没合眼，暴

雨抢险他在没膝的积水中一

干就是 21 个小时。

在 创 新 创 造 的 时 代 浪

潮 中 ，钱 忠 以“ 劳 模 创 新 工

作室”为平台，开展 11 项科

技 攻 关 ，研 发 的“ 应 急 电 源

车 用 多 功 能 快 速 电 缆 接 入

装 置 ”“ 配 网 不 停 电 作 业 工

器具”等新设备获得国家专

利 39 项；在关键岗位的人才

培 养 上 ，他 言 传 身 教 ，培 养

出 31 名徒弟，带领的班组始

终 保 持 着“ 零 安 全 事 故 、零

违章记录”，践行“工人也能

创 新 ，一 线 也 能 发 明 ”的 忠

诚担当。

身为国家电网上海电力

（嘉定）明灯共产党员服务队

队长，在工作之余，钱忠坚持

参与各类志愿服务，带领服

务队获评第八批全国学雷锋

活动示范点。精心策划“电

力 知 识 进 社 区 、进 校 园 ”活

动，10 年间走进 40 余所中小

学 校 、30 余 个 村 居 社 区 ，宣

传 安 全 用 电 和 绿 色 节 能 知

识，义务开展用电隐患排查，

上门服务近千次，帮扶老人

百余人次；在区残联的支持

下，定期开展电力需求代办

等志愿服务，解决残障用户

电 力 疑 难 200 余 次 ；带 领 团

队主动请缨赶赴杭州全程参

与亚残运会保电任务，铭记

“情暖百姓群众，架好电力连

心桥”的誓言。

钱 忠 荣 获 全 国 技 术 能

手等称号，被授予全国五一

劳 动 奖 章 ，荣 登“ 中 国 好 人

榜”。

345 徐建友

徐建友，男，汉族，1973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吉林省

白山市林源春生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 坚 持 为 种 植 户 谋 生

计，事事为员工着想，为贫困

户谋幸福，用朴实无华的行

动践行诚实守信。

2002 年，徐建友做起药

材生意，面对市场价格的大

幅 涨 跌 ，他 始 终 信 守 承 诺 。

2004 年 春 季 ，徐 建 友 与 种

植户达成口头协议，以每斤

15 元 的 价 格 收 购 五 味 子 。

当年秋天，五味子的市场价

滑落到每斤 5 元，如果按当

初协议价收购，徐建友要损

失 100 多 万 元 ，乡 亲 们 体 谅

他的难处，但他坚持以当初

协 议 价 收 购 ，宁 可 自 己 吃

亏 ，也 不 让 种 植 户 受 损 。

2008 年 ，徐 建 友 与 收 购 商

达 成 协 议 ，以 每 斤 80 元 的

价格销售五味子，到交货的

时候，五味子的市场价格已

经 暴 涨 到 每 斤 280 元 。 面

对巨额利润，徐建友不为所

动 ，坚 持 按 当 初 的 协 议 价

出售。

2015 年公司扩建，徐建

友 向 银 行 贷 款 1000 万 元 ，

还款期将至，但所需资金还

有 300 多 万 元 缺 口 。 如 果

缓发员工工资，就能解决眼

下的难题，但徐建友说，“公

司 再 难 也 不 能 牺 牲 员 工 个

人 利 益 ”。 他 顶 着 巨 大 压

力 ，如 期 为 员 工 发 放 了 工

资 。 员 工 们 得 知 企 业 的 难

处 后 众 筹 了 80 多 万 元 ，曾

经 受 过 徐 建 友 帮 助 的 收 购

商 也 主 动 送 来 了 200 万 元 ，

解 了 燃 眉 之 急 。 过 去 种 下

诚信的种子，如今结出诚信

的果实。

徐建友还致力于社会公

益事业，为村镇修建水泥路、

安装路灯，为困难家庭和学

生捐款捐物。为了帮助更多

人增收致富，徐建友耐心给

村民讲解政策，教他们种植

技术，帮助 7 个贫困村 400 余

人脱贫致富。

徐建友荣获全国“诚信

之 星 ”、吉 林 省 道 德 模 范 称

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346 徐海侠

徐海侠，女，汉族，1974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宁夏回

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残

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理事长。

徐海侠身残志坚、无畏

风雨，坚持诚信立身、诚信创

业、回馈社会，从一间小理发

店做起，经营亏损后，用 3 年

打 拼 还 清 30 余 万 元 欠 款 。

她 把 42 名 托 养 的 残 疾 孩 子

当 成 自 己 的 孩 子 ，带 动 600
余 名 妇 女 、残 疾 人 、大 学 生

就业。

徐海侠的左腿因一次意

外受伤，被诊断为骨髓炎，先

后进行 4 次大手术，最终只

能截肢。她拄着双拐，用母

亲凑的几千块钱盖了两间铁

皮房，干起了美容美发。靠

着经营理发店攒下的积蓄，

她 又 贷 款 30 余 万 元 扩 大 经

营，然而因经营不善，贷款无

法按期偿还。“欠下的钱一定

要还上，大不了从头再来。”

徐海侠再次振作起来，又是

一番辛苦打拼，总算还清了

全部欠款。

想着自己创业的艰辛历

程，徐海侠许下“要帮残疾人

兄 弟 姐 妹 创 造 梦 想 ”的 诺

言。徐海侠创办“爱心同行

洗车行”，聘用员工中残疾人

超过 80%，以个人成长经历

鼓励残疾人摆脱“等、靠、要”

的思想。她筹集资金 200 余

万元，成立了占地 1200 平方

米的红寺堡区创业（电商）孵

化园，引进电商平台、残疾人

企业、劳务输出公司等机构，

为 残 疾 人 就 业 创 业 助 力 圆

梦 。 如 今 已 入 驻 孵 化 60 余

家企业，带动 643 人就业。

2020 年 12 月，一把寄托

着组织信任和关爱的“钥匙”

交到了徐海侠手中。作为新

开办的残疾人托养中心负责

人，她把托养的残疾孩子当

成自己的孩子，把政府托付

到手上的资金精打细算，全

部用在孩子身上。她把培养

在托残疾人自食其力放在心

上，凭借自身积累的良好信

誉，承揽合作代加工等业务，

在托残疾人每人每月可获得

520 元左右的收入。

徐海侠荣获全国残疾人

工作先进个人、全国三八红

旗手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

榜”。

347 徐淙祥

徐淙祥，男，汉族，1953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安徽省

阜阳市太和县国家农业科技

创新基地党支部书记。

徐淙祥与土地结缘、与

粮食为伴，潜心研发推广农

业新技术、新成果，帮助广大

农民增产增收。

20 世纪 70 年代初，徐淙

祥高中毕业返乡，看到小麦

产量低，他立下誓言，要用科

技让乡亲们多打粮。为践行

诺言，小麦高产试验时，无论

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他

起早摸黑蹲在田里观察记录

麦 苗 长 势 。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1973 年 ，他 研 制 出 高 效

土化肥和土农药，让自留地

小麦增产 40%。 1983 年，他

考取乡农民技术员，与科研

单 位 合 作 完 成 栽 培 试 验 。

1994 年，他研究出小麦绿色

高效生产 20 项关键技术，编

成 60 条“种粮宝典”谚语，帮

助 乡 亲 们 大 幅 增 产 增 收 。

2000 年以来，他种植的 1230
亩现代农业示范田里，小麦、

玉米、大豆最高亩产量屡创

安徽新高，他被誉为安徽“麦

王 ”“ 玉 米 状 元 ”“ 大 豆 状

元”。为带动更多乡亲增收，

2010 年，徐淙祥牵头成立现

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开

展绿色生态优质高产种植，

帮助 2000 多户贫困户、上万

名农民脱贫致富。多年来，

徐淙祥累计研发推广农业新

技术、新成果 100 余项，出色

完成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

等数十项农业科技攻关协作

项目。

2022 年，徐淙祥种植的

小 麦 总 产 、单 产 、品 质 再 创

新 高 ，他 怀 着 激 动 心 情 给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报告丰

收 喜 讯 和 10 多 年 来 取 得 的

科 技 成 果 。 2022 年 6 月 27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回 信 ，勉

励 他 带 动 广 大 小 农 户 多 种

粮、种好粮。2022 年 9 月，徐

淙 祥 遵 循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回 信 精 神 ，积 极 筹 建“ 太

和县种粮大户协会”并担任

会长，协会的建立给种粮大

户 提 供 了 一 个 相 互 交 流 规

模 种 植 、科 学 种 植 的 平 台 ，

目 前 已 发 展 会 员 625 名 ，涉

及土地约 20 万亩。

徐淙祥不仅自己种粮，

还带动儿孙一起种粮。祖孙

三代共践科技助农诺言、共

助乡村振兴。

徐淙祥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安徽省道德模范等称号，

荣登“中国好人榜”。

348 郭丽英

郭丽英，女，汉族，1955
年 8 月生，广东省深圳市凤

凰涅槃艺术团团长。

郭丽英是一名乳腺癌晚

期康复者，她用坚韧和执着，

完成与首届全国道德模范丛

飞的约定，建立起癌症病友

艺术团，与团员们用歌曲、舞

蹈等艺术形式，演绎与病魔

抗争的经历，讴歌生命，感染

他人。

2001 年，郭丽英被确诊

乳腺癌晚期，当时医生预判

其生存期不足一年时间。郭

丽英积极配合治疗，在与病

魔抗争的过程中，她体会到

信心、支持和关爱对重病患

者 的 巨 大 支 持 作 用 。 2006
年 1 月，郭丽英与丛飞一起

到北京参加全国首届癌症康

复者文艺汇演。返程时，两

人相约组建一个癌症病友艺

术团。不久后，丛飞因病去

世。郭丽英决心坚守两人的

约定，把癌症病友艺术团办

起来。

经 过 6 年 的 不 懈 努 力 ，

艺术团正式注册成立，郭丽

英 给 艺 术 团 起 名“ 凤 凰 涅

槃”。成立之初，没有起步经

费、没有演出器材、没有固定

排练场所，郭丽英自己补贴

资金，把家作为物料仓库，组

织排练和演出。她的丈夫刘

秀夫曾是一名医生，后来主

动承担了艺术团的策划、撰

稿、资料管理等工作，还挑起

日常保健医生的担子，为艺

术团大型公益活动服务。艺

术 团 作 为 病 友 团 员 的 大 后

方，在生活及治疗过程中，给

了团员们有力的支持。

“ 凤 凰 涅 槃 ”艺 术 团 珍

惜生命、热爱生活的理念和

奉献社会的善举，不断吸引

志 同 道 合 的 病 友 加 入 。 郭

丽英和 200 多名团友把自己

与 命 运 抗 争 的 经 历 融 入 表

演 中 ，创 作 并 表 演 了 歌 曲

《爱 在 心 里》、诗 歌 朗 诵《英

雄 之 歌》等 节 目 ，开 展 公 益

演 出 400 余 场 。 2024 年 ，艺

术 团 举 办《生 命 之 歌》大 型

公 益 专 场 演 出 ，现 场 有 近

1300 人观看，线上观看超 30
万人次。

郭丽英荣获广东省道德

模 范 称 号 ，荣 登“ 中 国 好 人

榜”。

349 郭 旗
郭旗，女，汉族，1988 年

3 月 生 ，辽 宁 省 盖 州 市 众 力

佳合多宝鱼养殖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经理。

年 仅 23 岁 的 郭 旗 勇 敢

承 担 公 公 欠 下 的 千 万 元 债

务，从零起步、从无到有，用

7 年时间还清欠款。她秉承

“诚信是立业之基”的经营理

念，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2011 年，郭旗与同乡青

年郝赫喜结连理。结婚后不

久，公公告诉他们，家里经营

的海参育苗场常年亏损、已

资不抵债，并拿出一沓总计

逾 2000 万 元 的 欠 款 单 。 郭

旗 决 定 与 丈 夫 一 起 扛 下 巨

债。她辞掉工作，与丈夫一

头扎进了育苗场宿舍。她卖

掉了赔钱的海参，用仅有的

20 万元买回 1 万斤多宝鱼，

从零起步、重新创业。喂鱼、

刷池子、洗料……她白天跑

市场、找销路，晚上上网研究

资料。从一窍不通到熟能生

巧，从没有客户到成为行业

翘楚，郭旗最终用了 7 年时

间还清了欠款。

郭旗坚信，诚信不仅是

做 人 之 本 ，更 是 立 业 之 基 。

郭旗养殖多宝鱼，承诺从育

苗到养殖全过程坚决不使用

抗生素。她配套建立了食品

安全检测实验室，让产品在

上市之前经过标准检验。鲜

鱼价格市场波动很大，有时

订货时一个价格，隔天就另

一个价格。遇到这种情况，

郭旗从未向订购方提出涨价

要求，她宁可自己受到损失，

也不让对方吃亏。

在郭旗养殖多宝鱼取得

业绩后，同村人纷纷上门向

她请教养殖技术。郭旗从不

拒绝，免费传授技艺，还帮助

养殖户进苗、进料、销售成品

多宝鱼。2020 年，很多乡亲

的鱼卖不出去，大家找到郭

旗，拜托她帮忙销售。郭旗

利用自家企业的好口碑与某

大型超市合作，顺利解决了

当 地 养 殖 户 的 产 品 滞 销

问题。

郭旗荣获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辽宁省道德模范称

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350 黄 旭

黄旭，男，汉族，1984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国网天津

城东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配

电运维一班副班长。

黄旭扎根在不停电作业

现场，冲锋在急难保电任务

前线，保障城市灯火通明，用

自己的坚守点亮千家万户，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电力人的

承诺。

2008 年硕士毕业后，黄

旭主动选择到最艰苦、最危

险的一线班组工作。黄旭记

得 刚 入 职 时 师 父 对 他 说 的

话，“咱电力公司主要工作就

是保供电，就是要让用户不

停电、让百姓用好电。”那时，

他就在心里笃定：作为电力

人，我必定全力以赴！10 余

年的时间里，他带领团队完

成了 4280 余次带电作业。

黄旭完成了天津市蓟州

区 10 项 配 网 线 路 山 区 绝 缘

化改造任务，累计改造线路

52.05 公里，保障大山里 2300
户居民安全可靠用电。他扎

根配电运检工作 15 年，带领

团 队 建 成 国 内 首 个 10 千 伏

“雪花网”示范工程。他还带

领 团 队 研 发 了 10 千 伏 开 关

柜 便 携 式 操 作 手 柄 等 50 余

项 创 新 成 果 ，6 项 科 技 成 果

认定为“国际先进”水平，获

得了 9 项发明专利和 40 项实

用新型专利授权，累计为企

业 创 造 经 济 效 益 高 达 6900
万元。

2021 年 7 月 ，河 南 遭 遇

特大暴雨，当救灾的集结号

角吹响，黄旭第一时间带领

团 队 13 小 时 星 夜 兼 程 抵 达

郑州。他们冲进齐腰深的积

水 中 排 查 、抢 险 ，连 续 奋 战

30 多个小时，完成了金水区

4 条 10 千伏线路主要干线复

电 和 10 千 伏 箱 式 变 电 站 抢

修。 2023 年 7 月，成都举办

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

运动会，黄旭再一次带领团

队奔赴电力保障一线。多年

来，他先后带队完成达沃斯

论 坛 等 重 特 大 保 电 任 务 上

百次。

黄 旭 荣 获 全 国 劳 动 模

范、天津市道德模范、天津市

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被授

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351 梁海磊

梁海磊，男，汉族，1959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河南

省南阳市宛城区百姓宣讲团

团长。

梁 海 磊 牢 记 父 亲 的 嘱

托，践行“躬耕基层，为党发

声，宣讲百姓，守信一生”的

承诺，不论严寒酷暑，坚持在

基层宣讲第一线，被称为“全

天候的百姓宣讲员”。

1983 年，在山区中学任

教的梁海磊作了“五讲四美

三热爱”专题报告，从此便开

启 长 达 40 年 的 基 层 宣 讲 生

涯。1989 年，他主动请缨任

地委讲师团“编外宣讲员”。

从“ 影 前 十 分 钟 ”微 宣 讲 到

“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专题

宣讲，从几十人的农家小院

到千余人的报告厅，梁海磊

一 直 都 是 准 时 准 点 宣 讲 。

2021 年 4 月，他血压升高不

退，仍然连夜赶路数百公里

到 洛 阳 、三 门 峡 等 地 宣 讲 ；

2022 年“学雷锋日”，他在学

校、社区连作 5 场报告。 40
年 来 ，累 计 宣 讲 5000 余 场 ，

线上宣讲超 3000 小时，撰写

讲 稿 、笔 记 4000 多 万 字 ，制

作课件近 500 个。

梁海磊的父亲参加过解

放战争，转业后在乡镇广播

站工作。父亲嘱托他讲党课

是咱的看家本领，不仅自己

讲 ，还 要 带 着 更 多 人 来 讲 。

2010 年，他挑选 7 名宣传人

员组成“草根宣讲团”下乡宣

讲。党的十八大后，他以“五

老 ”为 主 体 组 建“ 百 姓 宣 讲

团”，到社区、机关、学校等开

展宣讲。

梁海磊坚持扎根基层，

服 务 群 众 ，针 对 不 同 需 求 、

不同听众，设计不同宣讲内

容 。 他 兼 任 20 多 个 中 小 学

校的“特聘校长”、校外辅导

员，并为企业量身定制专题

党 课 。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期 间 ，他 线 上 讲“ 微 党 课 ”

250 多 场 ，发 放“ 海 磊 讲 党

课 ”光 盘 300 多 张 。 他 积 极

推动基层宣讲阵地建设，打

造“ 老 百 姓 的 三 室 一 厅 ”、

“学习强国”主题公园和“城

市党群会客厅”等 22 个固定

宣讲阵地。

梁海磊荣获全国基层理

论宣讲先进个人、河南省优

秀共产党员、河南省道德模

范 等 称 号 ，荣 登“ 中 国 好 人

榜”。

352 董鸿儒

董鸿儒，男，汉族，1939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内蒙古

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苏

木山林场原场长。

他带领林场职工开拓荒

岭、植树造林，把昔日荒山秃

岭 的 苏 木 山 治 理 成 郁 郁 葱

葱、鸟语花香的华北地区最

大人工落叶松林场。

1958 年，董鸿儒来到苏

木山任护林员。半山腰的护

林 站 是 一 间 四 面 透 风 的 土

屋，屋外是满目贫瘠的山坡；

山脚下是“多见石头少见人，

石垒房舍四面风”的村庄；屋

内一盘冰凉的土炕、一个风

箱和一口锈迹斑斑的铁锅，

就是全部家当。为了能全身

心地投入工作，董鸿儒把家

搬到了苏木山上。早年交通

不便，生活条件艰苦，但是董

鸿儒依然坚守岗位，从未放

弃种树的信念。

为在苏木山“种下树、种

成树、种好树”，造林初期，董

鸿儒带着一名林场工人巡林

护林，平均每天往返 10 多公

里，终于摸清了苏木山的基

本情况。1964 年春，他先后

去山西和河北学习落叶松栽

培技术，并带回籽种开始育

苗试验，试验成功之后，开始

大规模栽种华北落叶松。苏

木山山高坡陡，无法使用交

通工具和机械，山上的树都

是他带领林场职工一棵一棵

背上去栽种的。

从 年 轻 小 伙 到 霜 染 双

鬓，董鸿儒把一生献给了苏

木山。如今的苏木山，华北

落叶松人工林面积达到 18.6
万亩，天然灌木林 9.8 万亩，

活 立 木 蓄 积 量 达 82.8 万 立

方 米 ，森 林 覆 盖 率 高 达

78.4% ，成 为 祖 国 北 疆 重 要

的生态屏障，生态价值可达

50 多 亿 元 ，不 仅 是 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国家森林体验

基 地 、国 家 健 走 基 地 、国 家

登山训练基地，还是名副其

实 的“ 绿 色 银 行 ”“ 绿 色 宝

库 ”。 每 年 夏 季 ，接 待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旅 游 观 光 者 达

数十万人，山脚下的卢家营

村 获 批 全 国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年均接待游客 20 多万人

次，带动周边村民每户每年

就业增收 2 万多元。

董鸿儒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内蒙古自治区道德模范

等称号。

353 蒋洪波

蒋洪波，男，汉族，1969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宁夏

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县

盈 丰 植 保 专 业 合 作 社 理

事长。

蒋洪波时刻坚守信、诚、

义三个信念，带领村民走出

一条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2010 年，蒋洪波组建了

平 罗 县 唯 一 以 农 作 物 病 虫

害统防统治为主的合作社，

通过与农户签订收购合同，

确定最低保护价，为农民脱

贫 致 富 探 索 新 路 。 即 使 在

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蒋洪波

坚 持 选 择 履 行 保 价 协 议 收

购农户的作物，独自承担债

务 。 他 说 ：“ 老 百 姓 的 钱 都

是 血 汗 钱 ，他 们 这 么 相 信

我 ，我 必 须 要 把 合 作 社 办

好。”蒋洪波不断探索，依托

国家惠民惠农政策，结合区

位优势，把合作社办得越来

越好。

蒋洪波深知技术对农民

增收的重要性。2017 年，他

成立农民田间学校向农民传

授种植技术，提高了科学种

田水平。他将自己研究的技

术成果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

家，辐射带动 3000 余名农户

发展种植越夏番茄。蒋洪波

始终秉承诚信立业、诚信经

营的理念。在蒋洪波合作社

工 作 的 工 人 说 ：“ 蒋 总 讲 诚

信，这么多年我们信任他。”

蒋洪波依托盈丰植保专业合

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综合

服务，促进了粮食增产、农民

增 收 ，亩 纯 收 入 达 5000 元 ，

直 接 或 间 接 带 动 农 户 达

8000 余 户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800 余 个 ，真 正 让 农 户 的 钱

袋子鼓了起来。

蒋 洪 波 诚 信 兴 企 履 行

责 任 的 同 时 ，热 衷 于 公 益 ，

用 真 心 回 馈 社 会 。 他 积 极

组 织 带 领 员 工 投 身 志 愿 服

务事业，在重要时间节点对

困 难 群 众 和 老 党 员 开 展 慰

问，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他带领合作社员工紧急

调运 6 万斤新鲜蔬菜驰援武

汉。2021 年 7 月河南灾情发

生后，蒋洪波又带领合作社

员工紧急采摘 5.8 万斤优质

瓜菜驰援。

蒋洪波荣获全国十佳农

民、全国农村创业优秀带头

人、宁夏回族自治区优秀共

产党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劳

动模范等称号。

（下转第二十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