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８

徐凤英，女，

８２

岁，濮阳市中
原油田昆吾园敬托院入住老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濮阳市开展了一
年一度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徐凤
英得知后， 将

２

万元善款送到了市
慈善总会。有一次，徐凤英回到家
乡内黄县，得知家乡小学校园的条
件不太好，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
给学校捐款。徐凤英变卖了自己在
北京二环内的一套住房。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老人把
３８

万元交到了内黄县小
徐村学校校长的手里，用于学校建设。随后，她找到濮阳市慈
善总会，捐了

３２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她再次向濮阳市慈善总会
捐了

３０

万元。

濮阳市慈善总会授予徐凤英“最美慈善老人”荣誉称号，

网友更是亲切地称她为“中国好奶奶”。

１９

黄春刚、胡阳海，潢川县人，在青岛务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晚上，黄春刚、胡阳海正在青岛市北区黄
台路一家足疗店装修，突然听见女店主大喊：“抢劫了，快抓
住他……”然后便看到一个男子从店里狂奔而出，两人立即
起身追去，经过了

４

个路口，将劫匪拦下。劫匪趁两人不备，用
匕首向他们身体一通乱刺。黄春刚左腋下中了一刀，鲜血瞬
间涌出，胡阳海胸部和腹部各中一刀，肠子往外流出，两人强
忍疼痛一起将行凶男子死死摁住。 路上行人赶快拨打了

１１０

和
１２０

，黄春刚与胡阳海一同被送至附近医院，经医生抢救，

现已康复。事后，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各项荣誉，他们淡然地
说：“我们没有后悔这样做，再来一次，还会冲上去。”

２０

魏圣和，男，

４７

岁，光山县砖
桥镇崔棚小学代课老师

４７

岁的魏圣和至今未婚，与
８０

岁的母亲生活在一起，虽然每月只
有几百元的代课费，但他省吃俭用，

坚持关爱、资助贫困学生。几年来，

他用于资助学生的资金超过
３

万元。

他常说：“学生就是我的孩子，学校
就是我的家。”

２００４

年以来，魏圣和
年年代班主任，教语、数、外等

８

门课
程，充当

８

个老师角色，他教过
８００

多
名学生，

３００

多名考上大学，帮助
１００

多名贫困面临失学的孩子
重获新生。

因为魏圣和，崔棚小学成了全镇的明星学校。魏圣和本人
曾荣获“河南省师德先进个人”称号，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被光山县教体
局评为“先进个人”，

２０

多次被镇人民政府评为“优秀教师”。

２１

“陇海大院”———爱心集体
高新海是郑州市陇海大院社区的一位普通居民，

１９７６

年
在下乡当知青时因患急性横贯型脊髓炎导致高位截瘫， 从此
卧床不起，生活无法自理，照顾他的亲人离世。邻居们自发形
成了爱心群体，默默承担起照顾他的义务。在

３０

多年的漫长岁
月里，当年的一些老邻居已搬往他处，仍不忘抽空来看看，而
新邻居们又加入到爱心队列中， 一如既往地关心帮助着这个
特困家庭。和谐的邻里关系，使高新海学会了骑电动三轮车，

用三轮车免费接送社区的人们去办急事。

虽然“陇海大院”已经拆迁，但是爱心接力从未停止。曾经
居住在一起的邻居们相约———回迁时，还要住在一起。

１４

张银良，男，

５２

岁，驻
马店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

张银良带领残联一班
人， 先后开展了残疾人就业
培训、辅助器具供应等活动，

为全市
５３

万残疾人提供全方
位的服务：免费实施白内障
患者复明手术

３．５

万例，成功
创建全国白内障无障碍市；

在乡村建立了康复室
１７０

个，

规范化康复站
２３２９

个，为近
１０

万名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提供了服务； 创建了
１３

个
创业就业基地，为

３

万多残疾人免费职业培训，实现就
业创业

６

万人； 为
５４１

名困难残疾人学生及残疾人子女
提供就学资助； 建立省级残疾人扶贫基地

２

个、 市级
３

个、县级
１４

个，累计帮扶残疾人
１６

万人次。

张银良先后荣获“河南省先进工作者”、“河南省残
联系统先进工作者”、“河南省劳动模范”等称号，连续
两年被驻马店市政府记个人二等功。今年

５

月，他被授
予“全国残联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１５

郑春光，男，退伍军
人， 生前系淮阳县郑集乡郑
集村人

郑春光
２０１２

年光荣退
伍，返乡后，帮父母在乡里做
果品生意。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晚
７

时
３０

分许，郑春光见商场的
一间门面突然冒起黑烟，急
忙连喊了几声这家商户的名
字，见无人回应，就奋力撬开
这家的卷闸门进去救火，刚

刚掀开的卷闸门突然坠落下来，成了一道死亡之门。经
过人们奋力扑救，次日凌晨

２

时许，大火终于得到控制。

然而，郑春光却献出了
２３

岁的宝贵生命。

生命有限，春光无限。一名“

９０

后”退伍军人，用他
２３

岁的生命，彰显人性的伟大。郑春光牺牲后，全国各
大新闻媒体对他的事迹进行了报道。他先后被授予“河
南省见义勇为模范”、“见义勇为青年英雄”、“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模范民兵干部”等荣誉称号。

１６

孟昭德，男，

８８

岁，河
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离休
干部

离休后的孟昭德一直心
系教育， 奉献爱心， 捐资助
学。

２０１１

年，他毅然作出三个
决定： 一是把

２０

万元积蓄和
两套住房无偿捐给河南建筑
职业技术学院建立教育基
金， 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完成
学业； 二是去世后遗体捐献

作医学研究；三是去世后不开遗体告别会，不与活人争
地，骨灰树葬。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他又捐献
５０００

元给河南建筑
职业技术学院，用于图书馆购置书籍。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这两年里，他又创办了

３

个助学基金会，为两所学院基
金会捐款

８

万元。

孟昭德曾入选“河南省省直机关十大道德模范”，

并被省委组织部、省老干部局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１７

娄建党，男，

４４

岁，洛
阳市出租车司机

１９９４

年，娄建党复员后，

开始从事出租车营运， 一干
就是

２０

年。

２０

年里，他把真心
服务乘客当成座右铭， 把雷
锋当成了榜样，并组建了“娄
建党雷锋车队”，长期免费接
送需要帮助的群众。

这些年来， 娄建党坚持
免费接送老、弱、病、残人员

超过
５０００

人，为困难儿童捐款
５

万余元。

娄建党和他的雷锋车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大爱无
疆，也赢得了掌声和荣誉。他先后荣获“洛阳市十大爱
心人物”、“河南省文明驾驶员”、“河南省学雷锋十大标
兵”、“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标兵”等称号。

０８

闫胜义，男，

４７

岁，兰考
县人民法院东坝头乡庭长

１９８７

年到兰考县人民法院
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审判
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闫胜
义连续

３

次放弃调回机关工作
和升职的机会，在乡镇法庭一
干就是

２７

年。他坚持巡回审判，

深入群众，经常把法庭开到田
间地头，被当地群众誉为“践行
焦裕禄精神的好法官、老百姓

的贴心人”。

２７

年来， 闫胜义先后审结各类案件
２６００

余
件，无一发回重审、无一改判、无一错案、无一上访、无一
矛盾激化。

闫胜义先后荣立一等功、三等功各
１

次，被中组部、

中宣部确定为“最美基层干部”。曾被授予“全国优秀法
官”、“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好干部”、“河南省优秀法官”

等荣誉称号。

０９

江雨佳，女，

２１

岁，浙江
温岭人，南阳师范学院学生

江雨佳从进入大学校园第
一天起就牢记

１０

个字：“好事
无大小、做了就是美”的做人做
事准则。

２０１３

年，江雨佳作为大
学生消防志愿者自费发起了
“鞭炮换礼品”活动，得到

１２０

多
位居民响应。今年春节，江雨佳
放弃与家人团聚，先后陪伴

７

位
孤寡老人过年，

３

月
５

日，南阳师
范学院组建了“雨佳爱心服务队”，先后开展了“为新野抗
战老兵送爱心包裹”、“暑期老区支教”、“红色遗产捐款”

等系列活动。

江雨佳的爱心付出赢得众多高校师生的尊重，更引
起万千青年学子的共鸣。曾被授予“河南省文明学生”、

“河南省优秀大学生”等荣誉称号。

１０

花书增，男，

７１

岁，新郑
市薛店镇人

十几年前， 花书增在村里
办了一家面粉厂， 十里八村的
村民将自家多余的粮食存到他
的面粉厂。

１９９６

年，花书增在没
拿到钱的情况下， 将厂里的

６０

多吨面粉都交由对方代销。结
果面粉拉走了， 几十万元的货
款却一直没能像对方承诺的
“货到付款”。 他向前来索要欠

款的乡亲们承诺：“这辈子誓要还上乡亲们的债。”用
１７

年
还清债务，花书增才觉得心里踏实了。有人说：“你可以晚
点还，乡里乡亲的，大家都理解。”花书增激动地说：“啥都
可以晚，诚信一点都晚不得。”

花书增的事迹被新闻媒体报道后，引起强烈反响。互
联网上，广大网友纷纷竖起大拇指，为其“点赞”。

１１

李华敏，女，

４５

岁，邓州
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从警
２４

年来， 李华敏一直
坚守在自己热爱的法医岗位
上。只要出现命案，李华敏都会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２００４

年以
来，她出勘案件现场

３２００

余次，

物证检验
６００

余例， 活体检验
１２０００

余例， 参与尸体检验
９００

余例， 其中通过刑事技术手段
侦破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２２０

余
起，侦破命案

８０

余起。

２４

年的法医工作，李华敏经历了许多酸甜苦辣。每当
克服重重困难， 为破案找出证据和线索， 将凶手绳之以
法，群众向她投来赞许和钦佩目光的时候，她就会感到自
己已深深地爱上了法医这个职业。虽然道路艰辛，但她无
怨无悔，屡创佳绩，曾荣获“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优
秀人民警察”、“河南省十大杰出女民警”、“南阳市十大巾
帼卫士”等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被公
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荣誉称号。

１２

宋兆普，男，

５０

岁，汝州
市金庚康复医院院长

５

年来，宋兆普竭尽全力挽
救被家庭遗弃的脑瘫孩子，自
己垫资

３０００

多万元， 救治被福
利机构收养的

１６８０

名脑瘫弃
婴， 使

４００

多名患儿趋于正常，

８３０

名社会贫困脑瘫儿童得到
有效康复。 他主持完成的中药
联合理疗加功能训练治疗脑瘫
患儿的科研成果， 通过省科技

成果鉴定， 开创了一条世界范围内以中医药为主治疗儿
童脑瘫的新路径。

宋兆普带领全家和团队救治脑瘫弃婴的善举得到社
会各界的认可，先后被授予“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
十大慈善爱心人物”、“全国基层优秀名中医” 等荣誉称
号。今年

５

月，他被授予“全国助残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１３

张伟，男，生前系郸城
县秋渠乡第一初级中学校长

张伟视教育如生命， 所教
过的语文、英语、历史、地理等
多门功课， 学生成绩在全县名
列前茅。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他被任命
为郸城县秋渠一中校长。 当时
的秋渠一中，教育质量已连续

３

年在全县位居后
３

名，全校只有
３００

多名学生。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３

名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

从信访局办事员到信访局局长， 他在信访岗位上默
默奉献了

３２

个春秋，先后被授予“省优秀信访局长”、“全
国信访系统先进个人”、“全国劳动模范” 等荣誉称号，被
省委、省政府记个人二等功。

年，秋渠一中连续
３

年中招人均分数居全县第一，中招
综合量化均位居全县前

３

名。他先后被授予“郸城县十
佳校长”、“周口市优秀校长”、“河南省优秀教师” 等称
号。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晚，张伟巡查过晚自习后，在办公室
突发脑干出血，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

４２

岁。

张伟去世后， 各大新闻媒体对他的先进事迹进行
了报道。河南省委、周口市委、郸城县委分别追授张伟
为“优秀共产党员”。

７

月，张伟荣登中国好人榜。

９

月，他
被评为“全国十佳最美乡村教师”。

０７

齐云涛，男，

５８

岁，固始县信
访局原局长

齐云涛三十余年如一日，把来
访群众当家人、 把群众难事当家
事，用铁肩担起了为民仗义执言的
道义。 他先后直接处理信访案件
２０００

余件， 亲自协调解决
３００

多件
疑难信访案件，成功处置了

５０

多起
突发性集体上访事件， 帮助

３００

多

０３

王留杰， 男，

３２

岁， 项城市
人，中国人民解放军

７１３５２

部队
１９

分
队管理员

王留杰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入伍， 入伍
前后

１７

年积极为残疾人服务、 解难
帮困。以他名字命名的“王留杰学雷
锋小组”，自

２００３

年成立以来，一直
坚持资助、帮扶残疾学生、老人和贫
困家庭， 并经常利用节假日到福利
院、敬老院、慈善总会义务劳动，看
望慰问革命红军老前辈和孤寡老

人，做好事
３３００

余件（次），捐款
９

万余元，帮助
４０

多名残疾人及
其家庭走出困境。

王留杰荣立二等功
１

次、三等功
４

次，两次被济南军区评为
“学雷锋先进个人”，今年

５

月被授予“全国助残先进个人”荣誉
称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０４

“托举三兄弟”：刘新军、贾晓玉、杨明，淅川县人，在天
津务工

今年
６

月
１７

日，家住天津市一老住
宅小区四楼的

８９

岁老人从自家窗户
坠落，倒挂在空调室外机上，命悬一
线。紧急关头，在天津务工的南阳籍
青年刘新军、贾晓玉、杨明挺身而出，

托举老人半个小时， 直至消防队员将
老人成功救出。事情发生后，引起了强
烈的社会反响， 各大主流媒体争相报
道， 三位农民工的善举令人感动和敬
佩， 大家亲切地称他们为“托举三兄

弟”。

刘新军、贾晓玉、杨明是河南外出务工青年的优秀代表，

共青团河南省委、共青团南阳市委、共青团淅川县委分别授予
贾晓玉、杨明、刘新军“见义勇为好青年”荣誉称号。

０５

朱元英，男，

８４

岁，济源市克
井镇枣庙村村民

３０

年前， 克井镇枣庙村以西人
称“西大荒”，

３０

年后，这里形成了一
片近千亩的森林， 并有了一个好听
的名字———林海公园。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朱元英带领家人承包了这片乱石
滩，决心将荒地变成林区，

３０

年来用
坏的铁镐、扁担、箩筐数不清，如今
的林海公园种植了百万棵树， 乱石
荒坡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朱元英传承和发扬了新时期愚公移山精神，被誉为“绿色
愚公”，曾获得“济源市绿化奖章”等荣誉。

０６

朱萌萌，女，

２２

岁，河南科技
学院学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朱萌萌的母亲突发
脑溢血，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却瘫
痪在床。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朱萌萌带着母
亲来到了学校， 在校外租了一间

２０

多平方米的小屋，一边照顾母亲，一
边继续自己的学业。 作为大学生志
愿者，她热心公益、乐于助人，长期
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从亲友到他人， 从学校到病房，

从家庭到社会，从乡村到都市，朱萌萌用青春续写爱老、尊老、敬
老、孝老的感人故事，曾被授予“中原十大孝子”、“河南省优秀大
学生”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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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

马士友，男，

５７

岁，卢氏县城
关镇西关村农民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先后从卢氏县
洛北大渠中救出落水群众

１３

人，人们
亲切地称他是“救人专业户”。

马士友用单薄的身躯，用二十
年的坚持， 用最简洁和质朴的方
式，诠释着对生命的理解，将最美
的画面定格在一个个瞬间，带给人
们恒久的温暖和强大的力量。曾被
授予“河南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河南省第四届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０２

马朝立，男，

３３

岁，鹤壁市中
通快递公司经理

马朝立从小家境贫寒，

１７

岁时在
一家砖厂打零工时不幸因工伤失去
了左小腿。妻子高红娟自幼有听力障
碍，无法用语言与人沟通。

２００８

年，夫
妇两人借钱创业，成立了中通快递鹤
壁分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建成鹤壁市第一
家标准化门店。

马朝立克服身体上的残疾，用
心经营的故事感染了很多人， 体现

了快递从业者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和精神面貌。曾
荣获全国十佳“最美快递员”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