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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长 义 与 王 长 信 兄 弟

俩，始终以信义为本分，把诚

信经营理念贯穿粮食购、储、

加、销各环节，不压价压秤、

不缺斤少两，做良心买卖，被

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信义

兄弟”。

王 长 义 、王 长 信 自

1984 年 从 事 粮 食 收 购 工

作 ，出 身 农 民 家 庭 的 兄 弟

俩 ，深 知 种 粮 不 易 ，收 购 粮

食 时 本 着“ 不 让 客 户 吃 亏 ”

的 原 则 ，从 不 压 对 方 一 两

秤 ，多 收 了 钱 会 立 刻 主 动

上 门 退 回 。 十 里 八 乡 的 农

民 知 道 兄 弟 俩 的 为 人 ，都

愿 意 和 他 俩 打 交 道 。 有 时

他 俩 不 来 收 粮 ，村 民 们 也

会 把 粮 食 给 他 俩 留 着 。

2005 年 ，基 于 多 年 的 口 碑

和 收 粮 经 验 ，兄 弟 俩 成 立

了 面 粉 制 品 厂 。 靠 着 金 子

般 的 信 誉 ，王 长 义 、王 长 信

生意越做越好。

为 从 源 头 保 证 粮 食 的

质量，2008 年，王长义、王长

信 成 立 粮 食 合 作 社 ，运 用

“ 基 地 + 农 户 + 企 业 ”的 形

式，通过流转周边村民的土

地 ，建 起 6000 亩 的 种 粮 基

地 ，实 行 统 一 播 种 、统 一 施

肥 、统 一 管 理 ，严 控 化 肥 农

药 用 量 。 兄 弟 俩 与 周 边 种

粮大户签订合同，指导种粮

大户科学种植管理，合作社

则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

实 现 了 收 储 、加 工 、流 通 一

条 龙 ，不 仅 省 去 了 中 间 环

节 ，降 低 了 生 产 成 本 ，也 增

加 了 农 民 收 入 。 农 户 把 收

获的小麦直接存入粮仓，用

钱时按照时价将钱取出，解

决 了 群 众“ 秋 粮 贱 而 春 粮

贵 ，刚 收 粮 就 卖 不 划 算 ”的

苦恼。

多年来，王长义、王长信

走进机关、学校、社区、企业

宣讲诚信故事，奖励优秀教

师、资助贫困学生、走访本村

70 岁以上老人等，累计捐物

捐 款 190 余 万 元 。 2023 年 ，

他们倡导设立“信义基金”，

又带头捐出 20 万元，带动募

集 资 金 近 200 万 元 ，用 于 资

助宁阳县生活困难的道德模

范和身边好人。

王长义、王长信荣获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诚

信之星、山东省道德模范等

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303 王金法

王金法，男，汉族，1948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浙江省

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人民政

府退休干部。

王金法信守诺言，用乡

音向农民宣讲党的理论方针

政策、法律法规、农技知识，

与 人 民 群 众 的 关 系 越 来 越

密切。

1969 年，作为原织里公

社的机关干部，年仅 21 岁的

王金法看到农民因为缺乏农

技知识，收成一直上不去，主

动 申 请 担 任 业 余 广 播 宣 讲

员，传播农业知识。宣讲之

初，王金法通过广播向群众

许下庄重诺言：“我是土生土

长的织里人，是农民的儿子，

是人民的公仆，为织里人民

做些有益的事是我一生的追

求。”

一 句 诺 言 支 撑 王 金 法

50 余 年 坚 守 在 广 播 宣 讲 的

工作中。他利用覆盖全镇各

村的广播，帮助群众解疑释

惑、办实事。在职时，“王金

法广播”每天 3 个时段播出，

雷打不动。每天 7 点，王金

法 准 时 在 全 镇 广 播“ 第 一

声”；11 点，又开播了；17 点，

还有一次广播。2008 年，王

金法退休，仅停播 7 天，村民

便联名写信，按下上百个红

手印要求恢复广播。

向群众开展宣讲，难在

如何把理论性强的东西讲到

群众心坎里。王金法除了坚

持阅读报纸杂志、收看时事

新闻之外，每天至少花两三

个 小 时 到 田 间 地 头 了 解 情

况，所以能围绕织里百姓的

实事来讲政策、说道理、授技

术。他不只是简单宣讲理论

和政策，而是把来自一线的

第一手信息融入其中。他很

善于把各种问题、知识编撰

成方言俚语、顺口溜乃至带

有科学性的谚语来讲，通俗

易懂，让村民容易掌握。

王金法荣获浙江省道德

模范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

榜”。

304 王淑清

王淑清，女，汉族，1962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吉林省

延吉市北山街道丹英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20 多年来，王淑清全面

准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解

决居民急难愁盼，将丹英社

区打造成了民族团结进步样

板社区。

丹 英 社 区 位 于 延 吉 市

东 北 部 ，辖 区 面 积 0.8 平 方

公 里 ，近 8000 名 居 民 中 朝

鲜 族 居 民 占 60% 。 因 语 言

和 文 化 差 异 ，此 前 ，丹 英 社

区 各 族 居 民 间 交 流 较 少 。

为此，王淑清带动干部群众

一起学习语言。很快，居民

之间的沟通顺畅了，大家的

心 也 越 来 越 紧 密 。 丹 英 社

区 内 先 后 有 7 支 驻 地 部

队。每逢节日，王淑清都会

组 织 朝 鲜 族 群 众 与 官 兵 一

同表演节目、腌制咸菜。部

队官兵退役，她也会带上当

地群众到部队开欢送会、送

慰问品，让官兵在第二故乡

感受到家的温暖。

丹 英 社 区 的 空 巢 老 人

和留守儿童数量多，为解决

他们的生活困难，王淑清动

员 辖 区 商 超 为 老 人 提 供 无

偿或低偿的日常服务；坚持

照顾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

入 来 源 、没 有 抚 养 人 的 老

人 ；组 织 开 展 志 愿 服 务 ，将

辖区 30 余名空巢老人和 70
余 名 留 守 儿 童 与 驻 地 部 队

官兵结对，让老人孩子有了

新依靠。

丹英社区基础设施有待

加强，为让社区旧貌换新颜，

王淑清从修缮道路抓起，争

取政府、企业和群众的支持，

让社区环境越来越好。她建

立“淑清大姐”工作室，先后

化 解 矛 盾 纠 纷 9800 余 件 。

在她的带领下，丹英社区设

立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打卡墙、同心亭等，通过各

种 方 式 为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作

贡献。

王 淑 清 荣 获 全 国 民 族

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岗

位学雷锋标兵、全国巾帼建

功标兵、全国爱国拥军模范

等 称 号 ，荣 登“ 中 国 好 人

榜”。

305 王楚松

王楚松，男，汉族，1951
年 11 月生，湖南省娄底市双

峰县梓门桥镇新犀村村民。

王楚松抚养弟弟的 3 个

遗孤直至成年，得到很多好

心人的捐助，他对此铭记在

心。孩子们长大后，王楚松

也尽力帮助有困难的人。

在弟弟和弟媳相继去世

后，尚未结婚的王楚松毅然

挑 起 了 抚 养 3 个 侄 女 的 重

任。为此，除了干农活做家

务，他还抽空到周边打零工，

尽 全 力 将 侄 女 全 部 抚 养 成

人 ，让 她 们 顺 利 完 成 学 业 。

说起小时候的事，二侄女王

华眼里噙满泪水：“是伯父一

手把我们带大的，他就是我

们的至亲。”

在 抚 养 3 个 侄 女 期 间 ，

不少好心人了解到王楚松的

情 况 ，向 他 伸 出 了 援 助 之

手。他经常对 3 个孩子说：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好

心人的这笔‘爱心债’，我们

一定要还！”他把每一笔爱心

款都记在本子上。等到孩子

们长大成人，家里条件有所

好 转 后 ，王 楚 松 便 开 始 偿

还。还账过程中，王楚松发

现弟弟曾借过同村村民王佑

喜 45 元，但王佑喜已离世，

他便找到其子王涛宁，要还

给对方 500 元。王涛宁不肯

收，感慨地说：“借一还十，我

还是第一次见这样还钱的！”

感 恩 善 举 ，以 爱 践 诺 。

王楚松一生未娶，生活俭朴，

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只为

把 曾 经 得 到 的 爱 心 传 递 下

去。他献爱心尽量不让人知

道 ，从 2006 年 至 今 ，王 楚 松

共捐款 3 万多元，这对一位

经济收入来源并不多的老人

来说，难能可贵。

王楚松荣获湖南省道德

模范称号，入选“湖南好人”。

306 布茹玛汗·
毛勒朵

布茹玛汗·毛勒朵，女，

柯尔克孜族，1942 年 6 月生，

中共党员，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乌 恰 县 吉 根 乡 萨 孜 村 护

边员。

布茹玛汗·毛勒朵始终

坚 守 自 己 的 承 诺 ，在 海 拔

4000 米以上的边境线上，守

护着冬古拉玛山口，用实际

行动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

我为祖国守边防”的誓言。

20 世纪 60 年代初，19 岁

的布茹玛汗·毛勒朵信守对

自己、对父亲的承诺，跟随丈

夫来到冬古拉玛山口戍边守

防，成为新疆首批女性义务

护边员，从那时起，独闯大山

便成了她的日常。

冬 古 拉 玛 山 口 海 拔

4000 多 米 ，山 上 终 年 积 雪 ，

道 路 崎 岖 狭 窄 ，气 候 环 境

恶 劣 ，是 边 防 官 兵 巡 逻 路

线 的 必 经 之 地 ，也 是 布 茹

玛 汗·毛 勒 朵 家 夏 牧 场 毡

房 的 所 在 地 。 每 当 边 防 战

士 路 过 这 里 ，她 都 热 情 地

把 他 们 请 进 毡 房 ，拿 出 食

物 招 待 。 久 而 久 之 ，她 家

的 毡 房 就 成 了 边 防 官 兵 巡

逻 途 中 温 暖 的 家 ，官 兵 们

都 亲 切 地 称 她 为“ 冬 古 拉

玛大妈”。

60 多年来，从风华正茂

到 满 头 华 发 ，布 茹 玛 汗·毛

勒 朵 在 平 均 海 拔 4000 多 米

的边境线上为国戍边，行程

累 计 8 万 多 公 里 。 遇 到 了

暴雨就躲在大石下，遇到了

风雪就在马肚皮下取暖，渴

了喝雪水，饿了啃干馕。她

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诠释

着守边的意义，让更多的人

民 子 弟 兵 感 受 到 了 家 的

温暖。

在她的感召和影响下，

吉 根 乡 萨 孜 村 越 来 越 多 的

年轻人成为护边员，队伍已

经 扩 大 到 216 人 。 她 的 家

庭 共 培 养 出 16 位 护 边 员 ，

如 今 她 的 三 个 儿 子 和 两 个

女 儿 已 接 过 母 亲 手 中 的 接

力 棒 ，成 为 护 边 员 ，继 续 走

上 这 条 伟 大 而 光 荣 的 巡 边

之 路 。 她 的 长 孙 也 成 为 一

名边防军人，继续坚守在布

茹玛汗·毛勒朵曾经“战斗”

过的地方，为祖国的边防安

宁保驾护航。

布茹玛汗·毛勒朵荣获

“人民楷模”、“全国三八红旗

手”、“全国爱国拥军模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德模范

等称号，被授予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307 尼 玛

尼玛，女，蒙古族，1946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内蒙古

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

塔木素布拉格苏木牧民。

半个多世纪以来，尼玛

克服荒无人烟、缺水少电等

艰苦条件，居边守边，将自己

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巡边事

业，用热血和忠诚守护祖国

北疆。

1971 年，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原笋布

尔苏木成立民兵连，要在各

个 嘎 查 选 拔 一 批 政 治 觉 悟

高、责任心强的年轻牧户搬

迁 到 边 境 线 上 做 民 兵 护 边

员。25 岁的尼玛响应号召，

背起 3 岁的儿子，带着母亲

和弟弟，翻沙岭穿戈壁，和其

他民兵一同来到了阿拉善右

旗恩格日乌苏嘎查最北端的

边 境 线“8 号 点 ”，开 启 了 她

的巡边放牧生活。

恩 格 日 乌 苏 嘎 查 生 态

环 境 恶 劣 ，物 资 匮 乏 。 取

暖、做饭用的煤，要到 300 多

公 里 外 的 地 方 拉 运 。 17 公

里外的一口人工水井，成了

一家人的主要水源，拉一趟

水 就 得 一 天 的 时 间 。 面 对

风沙肆虐的恶劣环境、饿狼

围攻的紧张恐惧、人烟稀少

的 寂 寞 无 助 ，尼 玛 没 有 退

缩，而是以常人难以承受的

负重与劳作，在荒漠戈壁上

筑 起 了 美 好 家 园 和 精 神

高地。

当 初 同 行 的 护 边 员 逐

渐 选 择 了 离 开 。 尼 玛 和 母

亲 、儿 子 达 成 了 共 识 ，留 下

来 ，对 党 负 责 、为 国 守 边 。

后来儿子、儿媳以及孙子又

接过了她手中的望远镜，陪

伴 老 人 守 护 着 这 一 片 边 境

线 。 在 半 个 多 世 纪 的 坚 守

中，尼玛母子义务巡边 18 万

多 公 里 ，劝 返 、制 止 临 界 人

员千余人次，堵截临界牲畜

万 余 只 ，未 发 生 一 起 涉 外

事件。

尼玛荣获“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三

八红旗手”、内蒙古自治区优

秀共产党员、内蒙古自治区

“北疆楷模”等称号，其家庭

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

308 吕建生

吕建生，男，汉族，1970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国网黑

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漠河供

电公司北极供电所所长。

14 年来，吕建生坚守在

祖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北极

村，秉持“人民电业为人民”

宗旨，练成了电力抢修的“活

地图”，当好国家电网最北端

的“守门人”。

北极村地处北纬 53 度，

冬 季 日 常 气 温 在 零 下 40 摄

氏度以下，素有“高寒禁区”

之称。2010 年，吕建生来到

北 极 村 ，为 尽 快 熟 悉 情 况 ，

他 徒 步 绘 制“ 线 路 抢 修 指

南 ”，不 仅 翔 实 记 录 村 内 供

电线路，连全村街道、商户、

单 位 等 都 标 注 清 楚 。 只 要

群众用电出现故障，吕建生

从 来 都 是 立 即 响 应 。 遇 到

极端恶劣天气，他就马上清

点 好“ 百 宝 箱 ”，拿 出“ 抢 修

日 志 ”，奔 赴 抢 修 一 线 。 14
年来，他平均每年巡线 3000
多公里，抢修 380 余次，保电

40 余次。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北

极村瞄准了温室种植果蔬项

目，村民们筹建暖棚时怕电

压不稳。吕建生主动上门，

“老乡们放心，蔬菜大棚建到

哪儿，电就送到哪儿！”新建

成的 600 多栋大棚成了吕建

生的“责任田”。他深入田间

地头，指导菜农灌溉用电，义

务帮助农户更换电器材料。

如今，北极村农民仅暖棚种

植 一 项 人 均 增 收 就 达 到 3
万元。

2022 年 5 月 ，配 电 网 全

面升级改造，给北极村发展

带来了新机遇。但改造期间

需要深挖电缆沟，前期施工

会 给 村 民 出 行 生 活 带 来 不

便。为了获取村民的理解和

支持，吕建生挨家挨户沟通，

并 许 诺 施 工 期 不 会 超 过 半

年。为了兑现承诺，吕建生

废寝忘食配合施工队改造，

历时 5 个月，北极村配电网

设备全部更换了一遍。

吕建生荣获黑龙江省道

德模范称号，被授予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

309 朱祥务

朱祥务，男，汉族，1965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西藏自

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非公经

济联合党支部书记。

朱 祥 务 退 役 后 自 主 创

业 ，以“ 诚 实 守 信 、服 务 人

民 ”的 理 念 经 营 药 店 ，坚 持

严 把 药 品 质 量 安 全 关 ，让

老 百 姓 放 心 购 药 ，同 时 为

五 保 老 人 和 哨 所 官 兵 送 医

送 药 、捐 款 捐 物 ，诠 释 了 中

国 军 人 退 役 不 褪 色 的 优 良

品质。

1986 年，朱祥务参军入

伍，从四川来到亚东县。入

伍第一年，朱祥务因公受伤，

当地百姓如对待亲人般给他

喂 饭 、洗 脚 、擦 背 。 病 愈 之

后，部队安排朱祥务学习进

修，他很快考取了医师、药师

证书。学成后，朱祥务希望

回报帮助过他的亲人。

1998 年退役时，朱祥务

选 择 留 在 西 藏 自 主 创 业 。

他 在 亚 东 县 开 办 了 诊 所 和

药 房 ，把 诚 信 、文 明 等 服 务

理念融入员工心中，推出免

费测量血压血糖、提供开水

等 便 民 服 务 ，深 受 群 众 好

评 。 朱 祥 务 严 格 按 要 求 规

范药品进、销、存的全过程，

购 进 药 品 时 开 展 首 营 企 业

审 核 和 首 营 品 种 审 核 。 在

销 售 过 程 中 ，合 理 介 绍 药

品 ，确 保 安 全 用 药 ，不 让 患

者多花钱。

在亚东 20 多年，朱祥务

始 终 秉 承“ 以 质 量 求 生 存 ，

以 质 量 促 发 展 ”的 经 营 理

念，先后开办 3 家药店、1 家

诊所，经营至今从未出现过

药 品 质 量 安 全 事 故 。 2012
年起，朱祥务坚持资助 6 位

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常通

过 电 话 了 解 他 们 的 学 习 情

况，倾听他们的心声。他还

经 常 为 五 保 集 中 供 养 中 心

老人开展义诊，为有需要的

老人提供药品，为哨所官兵

巡 诊 、送 医 送 药 ，累 计 价 值

100 多万元。

朱 祥 务 荣 获 全 国 道 德

模 范 提 名 奖 、“ 全 国 模 范 退

役 军 人 ”，荣 登“ 中 国 好 人

榜”。

310 刘绪海

刘绪海，男，汉族，1965
年 12 月生，重庆市巫山县官

渡镇双月村村民。

面对车祸带来的残疾、

创业造成的债务，刘绪海始

终以坚强、勤奋、诚信、善良

面对。他用一只手开荒地种

脆李，不仅还清债务，还带动

周围村民一起增收致富，用

实际行动践行了诚实守信的

高尚品德。

1993 年，刘绪海在跑运

输途中发生严重车祸，右手

因错过最佳医治时间未能保

住。车废人残，生活愈发艰

难。妻子外出务工，刘绪海

在家一边照顾年迈的母亲和

上学的孩子，一边寻找致富

的门路。

2010 年，刘绪海觉得建

材 领 域 大 有 前 景 ，借 资 150
万元建起砖厂。后来，几个

买 砖 的 客 户 突 然 不 见 了 踪

影 ，欠 下 他 120 余 万 元 货

款。刘绪海没有逃避，而是

主动找到债主说明情况并承

诺还债。他卖掉住房和两个

门面房，偿还了 20 多万元欠

款 ，剩 下 的 100 万 元 承 诺 分

期还清。

2015 年，巫山县大力发

展脆李产业，刘绪海察觉到

产业前景。他筹资承包下村

里 的 荒 山 ，3 个 多 月 就 开 垦

出 200 亩 撂 荒 地 ，全 部 种 上

脆李。2019 年，脆李迎来丰

收，产值达到 17 万元，刘绪

海 拿 到 销 售 款 就 全 部 去 还

债。同时，他逐渐扩大种植

面积，稳步提升收益。

现在，刘绪海已经成为

当地远近闻名的种植能手。

他萌生了带动当地群众发展

致富的想法，与其他 5 家种

植户联合成立了巫山县娃娃

包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在

农 忙 时 聘 请 周 边 20 余 名 村

民在合作社务工（其中 8 人

是残疾人），人均年收入增长

7000 元左右。

刘绪海荣登“中国好人

榜”。

311 许志刚
许志强

许志刚、许志强，男，汉

族，1948 年 12 月生，甘肃省

定西市通渭县榜罗镇张川村

许堡社村民。

这对孪生兄弟坚守绿化

荒山、改善家乡环境的诺言，

义务植树 56 年，种植树木约

10 万 株 ，绿 化 山 地 面 积 达

400 多 亩 ，将 昔 日 的 黄 土 坡

绿化成了“小江南”。

许 堡 社 是 甘 肃 省 通 渭

县 榜 罗 镇 张 川 村 的 一 个 自

然村。50 多年前，这里全是

荒山秃岭，到处是黄土裸露

的 深 沟 和 水 土 流 失 形 成 的

大坑洞。一下大雨，土崖就

会被雨水冲刷塌陷，山水卷

着泥汤漫进院子，雨过天晴

后 留 下 一 层 没 膝 深 的 烂

泥。当时，刚满 20 岁的兄弟

俩下定决心，要通过种树改

善环境。

10 年间，兄弟俩在房前

屋后、沟里崖上都种上了树

木。然而，一场天牛病导致

这些树大面积枯死。面对突

如其来的打击，兄弟俩没有

气馁，决定从头再来。他们

挖掉枯树，重新栽种松树和

柏树。没有树苗，他们就挑

着担子到县城里去买。缺少

经费，他们就将家里的小马

驹 和 猪 崽 卖 掉 。 家 当 卖 没

了，他们又挑着自家的粮食

徒步到县城里卖掉，再买回

树苗、花籽。为栽树到底花

了 多 少 钱 ，兄 弟 俩 谁 也 说

不清。

夏 天 ，他 们 每 天 4 点 多

就起床进山，日头最晒的时

候也不歇息；冬天，5 点多就

摸黑下地，寒风吹得手上都

是 血 口 子 。 当 地 水 资 源 很

宝贵，兄弟俩浇起树苗却毫

不含糊。下雨了，别人都是

往家里跑，他们却赶着往外

跑 ，冒 雨 给 树 苗 围 起 土 圈

存水。

几十年来，他们从年轻

小伙变成老汉，昔日荒山秃

岭的小村庄终于变得蓊蓊郁

郁。现在，这里不仅长满了

云杉、油松、龙柏、雪松，就连

西北罕见的棕榈、芒果也在

此安家。

许志刚、许志强荣登“中

国好人榜”。

312 李茂津

李茂津，男，汉族，1970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天津友

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李 茂 津 把 诚 信 视 作 企

业 发 展 的 命 脉 ，坚 持 产 品

就 是 人 品 ，诚 信 就 是 订 单 ，

历 经 多 次 技 术 革 新 ，把 友

发 集 团 打 造 成 行 业 知 名

企业。

友发集团成立初期，面

对竞争激烈的市场，李茂津

认 准 一 点 ：产 品 就 是 人 品 ！

一定要提升产品质量，用品

质 打 造 品 牌 。 为 了 赢 得 市

场，李茂津连续开展 4 次技

术革新，一举打响友发钢管

的 质 量 品 牌 ：第 一 次 ，在 行

业 内 率 先 提 出 取 消 补 焊 管

和 接 头 管 ，并 公 开 承 诺“ 发

现 一 支 赔 两 支 ”；第 二 次 ，

制 定 并 推 行 了 高 于 国 家 标

准的企业内部标准，使友发

钢 管 质 量 一 跃 成 为 国 内 同

行 业 一 流 水 平 ；第 三 次 ，为

确保热镀锌钢管品质，推出

了“ 万 无 一 失 ”的 质 量 目

标 ；第 四 次 ，公 开 做 出“ 次

一 赔 十 ”的 承 诺 ，把 钢 管 次

品 率 指 标 明 确 到 低 于 十 万

分 之 一 。 这 让 友 发 钢 管 声

名 鹊 起 ，产 品 销 往 全 国 各

地，广泛用于多个国家重点

工 程 ，并 远 销 100 多 个 国 家

和地区。

在 经 济 大 潮 中 沉 浮 多

年，李茂津时时心怀感恩，积

极投身公益事业，用实际行

动回报社会。2008 年以来，

友发集团累计为公益事业捐

赠数千万元。2011 年，友发

集团设立帮困助学基金，用

于帮助困难员工、奖励成绩

优秀的员工子女，截至目前

已 累 计 捐 资 助 学 638.3 万

元。2013 年，他又与重点经

销商共同发起“大友发”公益

平 台 ，截 至 目 前 已 捐 赠 720
万元。

李茂津荣获天津市道德

模范等称号。

313 李振华

李振华，男，汉族，1937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山东

省淄博市沂源县实验中学原

校长。

李 振 华 怀 着 对 党 的 忠

诚，从南京来到沂蒙老区支

教，倾其所有助学助困，躬身

践行“我要到偏远山区用知

识 改 变 贫 困 孩 子 命 运 ”的

诺言。

1953 年 11 月，李振华响

应 号 召 开 始 支 教 。 深 受 沂

蒙 山 人 民 英 雄 故 事 影 响 的

他，主动来到偏远落后的沂

源 县 。 半 山 腰 破 庙 改 造 的

学校、地瓜秧子糠窝头的伙

食、夜晚令人毛骨悚然的狼

嚎，也曾让李振华产生过畏

难 情 绪 。 但 当 看 到 韩 旺 村

搞 互 助 组 连 个 记 工 分 的 人

都找不出来，只会在墙上画

杠记数时，一种使命感涌上

他 的 心 头 —— 要 让 孩 子 们

有学上！自此，他坚守初心

七十余载。

从 工 作 的 第 一 个 月

起 ，李 振 华 就 拿 出 工 资 的

1/4 资 助 贫 困 学 生 ，50 多 年

从 未 间 断 。 退 休 后 ，他 又

捐 出 半 生 积 蓄 ，设 立“ 振 华

奖 学 扶 困 基 金 会 ”，资 助 贫

困 生 1.24 万 余 人 次 ，奖 励

优 秀 教 师 、优 秀 学 生 5300
余 人 次 。 他 生 活 极 其 俭

朴 ，2009 年 至 今 ，每 月 只 留

500 元 基 本 生 活 费 ，其 余 全

部 用 于 捐 资 助 学 。 在 他 的

影 响 下 ，许 多 学 生 也 选 择

了 教 师 职 业 ，积 极 参 与 捐

资助学。

如今，87 岁的李振华作

为“ 五 老 ”志 愿 者 ，依 然 为

公益奔走。他设立“振华青

少 年 思 想 疏 导 热 线 ”，帮 助

省 内 外 290 多 名 青 少 年 疏

导 心 结 ；发 起“ 共 同 托 起 明

天 的 太 阳 ”大 型 公 益 活 动 ，

联 系 260 多 名 企 业 家 与 贫

困 生 结 对 帮 扶 ；义 务 兼 任

31 家 单 位 的 顾 问 和 名 誉 校

长 等 职 务 ，在 各 地 作 宣 讲

3400 余场。

李 振 华 荣 获 山 东 省 道

德 模 范 等 称 号 ，荣 登“ 中 国

好人榜”。

314 李桂科

李桂科，男，白族，1957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名誉主任。

40 多年里，李桂科给麻

风病患者治病、治心、治贫，

带 领 康 复 人 员 过 上 美 好 生

活，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为

人民服务的承诺。

1953 年，山石屏疗养院

成 立 。 这 是 一 所 在 洱 源 县

大山深处建立的麻风病院，

距县城 65 公里，不通水电，

几乎与世隔绝。1981 年，李

桂 科 被 派 到 这 里 工 作 。 当

他 给 一 名 60 多 岁 的 老 人 检

查身体时，发现老人小腿大

面 积 溃 烂 。 李 桂 科 被 这 一

幕 深 深 震 撼 了 ，暗 下 决 心

“ 一 定 要 把 他 们 的 病 治

好 ”。 1983 年 底 ，李 桂 科 负

责全县麻风病防治工作，同

时 承 担 山 石 屏 疗 养 院 和 三

营 镇 洋 芋 山 麻 风 村 患 者 的

治疗工作。到 1990 年，山石

屏 疗 养 院 和 洋 芋 山 麻 风 村

的患者全部治愈，洱源县的

麻 风 患 病 率 由 273/10 万 降

至 0.67/10 万。

山 石 屏 疗 养 院 麻 风 病

患者治愈了，李桂科可以回

家 了 。 但 他 毅 然 选 择 留 下

来，与康复人员同吃同住同

劳动，帮助他们解决子女读

书 、工 作 、赡 养 老 人 问 题 。

他带领村民修路架桥输电，

为 麻 风 病 康 复 者 打 通 了 一

条 融 入 社 会 、走 向 外 界 的

大道。

2014 年，山石屏疗养院

（麻 风 院）更 名 为 山 石 屏

村 ，彻 底 摘 掉 了“ 麻 风 ”的

帽 子 。 退 休 后 的 李 桂 科 依

然和村民们在一起，帮山石

屏 村 脱 贫 致 富 变 成“ 幸 福

村”。

李桂科荣获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全国疾病预防控制

工作先进个人、最美科技工

作者等称号，被授予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荣登“中国好人

榜”。

315 李庾南

李庾南，女，汉族，1939
年 11 月生，江苏省南通市启

秀中学教师。

从第一天走上讲台，李

庾 南 便 立 志 要 做“ 心 有 大

我 、至 诚 报 国 ”的 好 老 师 。

60 多年来，她始终坚守在教

学 第 一 线 ，用 独 有 的“ 一 个

不少、个个合格、普遍优良、

部 分 优 异 ”育 人 格 局 ，培 养

出数以千计的优秀学子，被

誉为“真正从课堂里走出来

的教育家”。

1957 年，李庾南来到南

通 市 启 秀 中 学 担 任 数 学 教

师和班主任。从此，她潜心

钻研教学方法，用心用情引

导学生成长，让学生们在愉

悦的学习氛围里，悄然实现

从“ 学 会 ”到“ 会 学 ”的 蜕

变 。 她 注 重 遵 循 学 生 成 长

内在规律，针对不同学生对

知识的接受程度差异，为每

个学生设置个性化目标，激

发 学 生 的 自 驱 力 。 她 打 破

传统授课模式，在课堂上创

设学习情境，给学生更多提

问 和 探 究 的 机 会 。 她 在 班

级中以小组形式开设“小课

堂”，引导学生互帮互助、互

相 交 流 ，达 到 丰 富 彼 此 、巩

固知识的目的。

1978 年 ，她 创 立 了 在

全 国 独 树 一 帜 的“ 自 学 、议

论 、引 导 ”教 学 法 ，获 得 了

首 届 国 家 级 教 学 成 果 一

等奖。

（下转第二十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