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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中央文明办发布2021年
12月“中国好人榜”，河南省漯河市梁
浩光荣上榜。2021年，河南省漯河市
共有16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启动以来，漯
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
设，漯河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把先进
典型选树和文明城市创建摆在同等重
要的位置，让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
彰。2018 年至 2021 年，漯河市有 41
人、1集体荣登“中国好人榜”，月月有
漯河好人登上“中国好人榜”；有 48
人、3集体登上“河南好人榜”，评选表
彰漯河市道德模范20名，选树“漯河
好人”265人。

在漯河这片沃土，好人故事层出
不穷。漯河市建立了好人挖掘、培养、
宣传、推荐、帮扶等长效机制，选树先
进典型，引领文明新风。

建立“漯河好人”推荐机制。各县
（区）文明办、市直各单位、市属大中专

院校、中央和省驻漯河各单位，每月把
本单位本部门掌握的好人好事报送至
市文明办，各民间协会、社会团体、人
民群众可随时报送好人好事。推荐对
象为新近涌现的先进典型。对于突发
事件中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先进典
型，可随时上报。

建立“漯河好人”存储机制。漯河
市文明办每半年开展一次“漯河好人”
选树活动，对各类先进事迹进行分类
梳理，建立“漯河好人”库。好人库实行
动态管理，将各县（区）、市直各单位、
各民间团体及个人推荐的好人，经考
核审查后，丰富到好人库中，作为选树

“漯河好人”、向外推送“漯河好人”和
宣传“漯河好人”的有力支撑。

建立“漯河好人”宣传机制。充分
运用社会宣传、新闻宣传、理论宣传、
文艺宣传等多种方式宣传“漯河好
人”。各县区、市直各单位、市属大中
专院校、中央和省驻漯河各单位、各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设置“漯河好人”光荣榜和宣
传栏。举办“漯河好人”现象座谈会、
道德模范报告会、道德模范故事会、
道德模范图片展等，让“漯河好人”的
感人事迹走进社区、农村、学校、企
业、机关。利用户外大型LED屏和楼
宇广告，播放“漯河好人”事迹，扩大
好人影响；在市主要网站开辟“漯河
好人”专栏，组织评论员撰写系列网
评文章，倡树社会正能量；利用微博、
抖音等，加大对“漯河好人”的推介宣
传力度。积极发动文化部门和文艺创
作单位做好文艺创作和宣传工作，在
当好宣传员的同时创作反映“漯河好
人”的文艺作品。搞好道德模范巡演
活动，把身边好人事迹搬上舞台，通
过歌曲、曲艺、广播剧等形式呈现出
来，用身边好人好事教育鼓舞身边
群众。

建立好人帮扶机制。通过制度建

设，保障好人好报，引导社会各界共
同帮扶救助生活困难的好人，在全社
会形成“德者有得、好人好报”的价值
取向和关爱好人、激励向善的长效机
制。鼓励文明单位结对帮扶道德模
范，并把帮扶工作纳入文明考核内
容；建立爱心联动机制，残联、民政、
工会等多部门联动，利用救助资金、
民间爱心基金等，做好定向、对口帮
扶工作。

建立“漯河好人”回访机制。不定
期回访好人典型，了解他们的工作、生
活、社会认可度等情况，确定下一步宣
传、报道方向，鼓励他们持续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传递向善向上正能量。

一个好人就是一面旗帜，引领民
众汇聚成爱的方阵。好人带头进学校、
进机关、进企业，开展党史、先进事迹
宣讲。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陈
晓磐进学校讲党史，河南省“新时代好
少年”苏瑞在苏进红军小学讲红军故

事，漯河好人、道德模范李胜勇带领
星火志愿团队多年坚持慰问抗战老
兵……他们将好人力量带到基层，带
到每一个人身边，营造了崇尚好人、争
当好人的浓厚氛围。在救助河南特大
暴雨灾害时，“漯河好人”发挥了积极
作用。2021年7月，河南省多地出现洪
灾，“漯河好人”群体先后参与了郑州、
新乡、鹤壁、扶沟、西华等地的抢险救
灾工作。144人参与了灾区一线抢险救
灾工作，2500多人次参与运送救灾物
资，协调车辆 171 辆，运送救灾物资
13.45万件价值160多万元。他们用不
同的方式，尽己所能贡献力量。

凡人善举，润物无声。如今的漯
河，“好人效应”逐渐显现，“推好人、学
好人、做好人”在群众中蔚然成风，越
来越多的漯河人接过“好人接力棒”，
成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硬实力”，
为新时代加快大美漯河建设提供了强
大的精神动力。

李超生是四川省高县来复镇新农
村11组的一位普通农民：皮肤略黑，
身材中等，说着一口浓重的方言，穿着
洗得有些发白的衣服。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他大部分时间都显得有些不自
在，但当说到帮助别人的感受时，他的
脸上绽放出喜悦的笑容。

◆ 危急时刻他纵身一跃

2021年 12月 30日，李超生站上
了2021年第四季度“四川好人榜”发
布仪式的舞台，他被评为2021年第四
季度见义勇为四川好人。今年42岁的
李超生有许多见义勇为的事迹，其中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2020年 6月22日
的那场水中救人。

“李超生，快来，有辆汽车冲到池
塘里面去了，车上还有人！”2020年6
月22日上午，正在忙农活的李超生忽
然听到妻子的大声呼喊，他立刻丢下
手中的农具，一边向池塘赶去一边询
问妻子看到的情况。

“我正在池塘边洗衣服，忽然有一

辆小汽车一下子就开进池塘里了，就
在那边。”顺着妻子手指的方向，李超
生看到，浑浊的池塘中，有一辆小汽车
正在一点点下沉。

听到车内传出的阵阵敲打呼救
声，李超生顾不得多想，纵身一跃跳进
了池塘之中，奋力以最快的速度游到
了汽车旁边。

连日来的汛情让池塘的水位变深
了不少，此时，汽车的大部分车身都
已经没入水中，而车内有一名女士正
拼命拍打着车窗。一游到汽车旁，李
超生先试着去打开车门，但因为水严
重倒灌产生的巨大水压，车门很难拉
动。几番尝试无果后，李超生当即改
变策略，攥起拳头捶打车窗试图将车
窗玻璃击碎，但不管怎么捶打都无济
于事。

◆ 面对险情他沉稳应对

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后，李超生
已经耗费了一大半的体力，意识到只
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在短时间内解救出

车内的人，李超生当机立断，转头对岸
上的妻子大喊：“赶紧去周围找些人来
帮忙。”李超生的妻子立即赶往附近的
村民家中寻求援助，在李超生妻子的
呼喊下，村里不少人都聚集了过来。

赶来池塘边的人越来越多，大家
纷纷行动起来，有人递工具，有人跳下
水游到汽车旁帮忙。“一、二、三！一、
二、三！”在李超生的统一指挥下，所有
下水的村民默契配合，手持撬棍、木
棍、扳手等工具一起发力撬车门，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车门终于被打开了，
李超生赶忙将车内惊魂未定、满身泥
浆的女士拉了出来。

“我当时在车里慌张极了，完全不
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面都绝望了。但是
我看到李大哥一直在想办法救我，一
下子就觉得看到了希望。于是我立马
让自己镇定下来，开始配合大家，没过
多久就被他们救起来了，真的很感谢
大家。”说起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被
救起的魏女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如今，回忆起当时丈夫救人的场
景时，李超生妻子仍然心有余悸：“我

当时特别紧张，担心发生意外，救出人
后我才发现李超生的腹部不知道什么
时候被划了一道伤口，特别担心。”

“小伤口罢了，没有那么吓人。”李
超生坦然地笑着说，“当时只想着快点
把人救出来，哪里顾得上被划伤这些
事情啊。”当记者问到他为什么敢冒这
个险去救人时，李超生说道：“救人不
需要什么理由呀。”

◆ 载誉前行他作好表率

不久后，李超生救人的善举就在
周边流传开来，李超生在他人生命遭
遇危险的紧急时刻，奋不顾身救人的
行为得到许多人的点赞，村民们称他
为“凡人英雄”。

“你们一定要把李超生的事迹好
好宣传一下，在那种情况下，他不顾自
己的安危去救人，这种见义勇为的精
神应该被更多人知道，他值得我们大
家学习。”面对记者，村民李泽宣激动
地说。

李超生听后连忙摆摆手谦虚地

说：“没有什么好宣传的，我只是做了
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平时看到谁遇到
难处，我都会帮一把。”

多年来，李超生一直在做着“帮一
把”的事，他帮助过骑车不小心摔倒在
路上的人，救助过因为车祸而受伤的
人，帮助过村里的孤寡老人。他用自己
的淳朴善良温暖了这个小村庄，他也
成为了无数人学习和传扬的榜样。

对于“四川好人”这份荣誉，李超
生坦言，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责任感更强了。“本来，我也没有什么
高尚的想法，一开始我的想法很简单，
因为我是爸爸我要给孩子们做个榜
样，要以身作则，教他们做个正直的
人。现在，成为了‘四川好人’，我更要
继续做好事，除了见义勇为，在孝老爱
亲、助人为乐、诚实守信等方面我都要
作好表率。”

本报讯（张
燕妮）“学习雷锋
好榜样，忠于革
命忠于党……”
近日，来自福建
晋江沙塘中心小
学的一曲合唱
《学习雷锋好榜
样》在晋江五店
市布政衙家风家
训馆响起，标志
着晋江五店市

“家风家训馆”里
的“家风书场”展
演活动开演。

晋江市“家
风书场”活动是
晋 江 市 宣 传

“家+文化”的品牌之一，由晋江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晋江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主
办，晋江市纪委监委、晋江市文明
办、晋江市教育局承办。活动的演
出内容主要涵盖家风家教、孝道
文化、移风易俗、邻里关系等，由
晋江各学校创排家风家教主题的
相关节目共同参与，到“家风书
场”进行展示和演出。作为2022
年首场演出，晋江市新塘街道沙
塘中心小学以“爱河护河 节水惜
水”为主题，精心准备了十个节目
参演。南音合奏、闽南语讲故事、
中阮演奏、歌曲独唱、竹笛合奏、
书法表演、琵琶演奏……节目精
彩纷呈，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
看。作为演员之一的学生王梓茹
第一次登上这个富有古色古香韵
味的家风书场小舞台，脸上难掩
欣喜之情：“这里充满了清风正
气，我们在这里用表演的方式让
良好家风看得见，也摸得着。”

本报讯（袁海成 向继华）近日，
由湖北省十堰市妇联主办，竹山县承
办的“礼遇‘清廉家庭’共建‘清廉十
堰’暨梅花插花蟠扎大赛”活动在竹
山县太和梅花谷广场举行，旨在宣传
推介十堰市清廉家庭事迹，讲好清廉
家风故事，礼遇最美清廉家庭，营造
德者有得、争当典型的良好环境。

家风正，则民风淳。十堰市坚持
党员干部带头引领，大力推进清廉家
庭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筑牢反腐倡
廉家庭防线，引导广大家庭成员牢固
树立新时代家庭观，涵养高尚道德品
质和健康生活情趣，廉洁自律、廉洁
修身、廉洁齐家，为推动十堰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新车城、
绿色示范市”提供重要保障。

活动现场播放了全市 10个清
廉家庭的事迹短片，为清廉家庭代
表颁发了全家福合影和书法作品。
活动中，《歌唱新时代》《清风颂》《卜

算子·咏梅》等宣传清廉文化的文艺
节目精彩纷呈。40个清廉家庭还参
加了梅花插花蟠扎大赛。

“以往只是对党纪法规条款记
得比较多，今天通过播放清廉家庭
事迹短片和清廉文艺节目，让纪法
教育从‘文件’走向‘文化’、从‘会
场’走向‘现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传唱党纪法规，为我们基层党
员干部、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廉政
教育课，深受群众欢迎。”文峰乡纪

委书记陈坤深有感触。
“培育清廉家风，做‘幸福家庭’

的引领者，传承清廉家风，做‘幸福
家庭’监督者，践行清廉家风，做‘幸
福家庭’的守护者。”十堰市妇联号
召全市广大妇女同胞，自觉培育、传
承、践行清廉家风，常吹廉政风，当
好宣传员，把住生活作风关、廉洁自
律关、违法乱纪关，让家庭成为远离
贪腐的洁净港湾，为推动清廉十堰
建设贡献家庭力量。

安徽颍上县胜利社区：
绘就文明家园新画卷
赵名威

宽敞整洁的道路、洁净美丽的庭
院、错落有致的楼房，形象生动、色彩
明艳的宣传文化墙……走进安徽省颍
上县慎城镇胜利社区，映入眼帘的是
一幅文明社区新画卷。

“过去背街小巷环境脏乱，每天出
门遛弯，心里都不舒坦。现在环境‘绿
亮美’，在这里生活很幸福。”胜利社区
环境大变样，让居民徐硕心里美滋滋。

胜利社区的变化，源于当地道德
评议工作的开展。据了解，胜利社区辖
区既是老城区，又处闹市区，周边商家
多，闲杂人员多，管理较为困难。“为引
导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我们把
德高望重的老党员、退休老干部、致富
能人、新乡贤等引入道德评议委员会，
一年开展两次‘星级文明户’评选活
动，实行流动挂牌，增强居民环境保护
意识，激发大家争当文明户的热情。”
胜利社区工作人员告诉笔者。

通过定期公开评比、“星级文明
户”评选等机制，胜利社区居民养成了
垃圾分类、定点投放的良好习惯，社区
环境越来越好。不仅如此，该社区还广
泛开展“好媳妇”“好公婆”“好家庭”等
评选活动，一批身边好人引领文明新
风尚。

“好媳妇”李文英10余年坚持照
顾生活无法自理的公公，寒来暑往，尽
心尽孝。她的事迹让周边居民深受感
动，崇德向善的风气在社区传递。

“通过道德评议委员会，评选身边
好人好事，对提升居民道德素养起到
了正面引导作用。”胜利社区党总支书
记徐颍表示，近年来，社区道德评议会
真正实现了群众自我约束、自我教育
和自我管理，推动文明乡风建设见
实效。

近日，走在甘肃省
瓜州县腰站子镇干净
整洁的水泥路上，一面
面图文并茂的移风易
俗文化墙，让人感到一
股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在各村最显眼的地方，
随处可见文明礼仪、邻
里和睦、孝老爱亲等丰
富多彩的彩绘内容，俨
然一幅“人在画中行”
的自然与人文结合的
画卷。

据了解，瓜州县腰
站子镇为丰富载体，强
化宣传引导，不仅通过
挂横幅、贴标语、发放
宣传资料等形式广泛
宣传移风易俗内容，还
精心打造移风易俗主
题文化墙，绘制乡风文
明墙画220平方米，使
文明新风尚在全镇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

“墙上画出各种各
样的图画非常漂亮，而
且移风易俗以画入景，
成为传播文明风尚的

‘新窗口’、移风易俗的
‘活教材’。”腰站子镇
草湖沟村一组村民张
意顺说。

近年来，腰站子镇
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
作，充分发挥各村道德
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
组织的作用，引导群众
自觉抵制红白事大操大办、奢侈浪费、
天价彩礼等不良习气，大力倡导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同时，深入开展文明
家庭创建活动，积极推荐评选表彰“好
婆婆”“好媳妇”“家庭卫生示范户”等
先进典型。目前，全镇已评选洁美家庭
30户、好婆婆6户、好媳妇12户、孝老
爱亲模范6户，进一步提升移风易俗
工作影响力。

今年，瓜州县腰站子镇将美丽乡
村建设与移风易俗工作有机结合，细
化任务标准，加强阵地建设，创新考评
机制，完善组织制度，在6个行政村建
立健全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和红白
理事会，形成长效管理，全力推动乡风
文明建设落地落实。

凡人善举显大爱 满城好人铸文明
——漯河市选树先进典型引领文明新风

赵阳 李晓光 张晨阳

一个农民的勇敢之心
——记“四川好人”李超生

本报记者 袁矛

湖北十堰：礼遇“清廉家庭”共建“清廉十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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