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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吴志宏

吴志宏，男，汉族，1970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生前系云南省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

三村乡党委副书记，补干村第一

书记。

在扶贫路上，吴志宏情系群

众 ，始 终 把 群 众 的 困 难 放 在 心

上，全力以赴帮助解决，直至倒

在了工作岗位上。生命的最后，

家人遵从他生前意愿，将其器官

捐献，使 5 名器官受捐者重获新

生，书写了延续生命的人间大爱

篇章。

吴 志 宏 4 次 到 农 村 挂 职 任

职，3次主动申请到红河州路途最

偏远、条件最艰苦的乡镇工作。

贫困户李伟斗是吴志宏的帮扶对

象。李伟斗的妻子、儿子先后去

世，他带着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

艰难度日。他几次去外地看病，

吴志宏都给他送去路费，让他安

心看病。其实，吴志宏家的经济

也不宽裕，他的妻子月退休工资

只有 1700多元，正在读大学的儿

子每个月也需要不少花费，但他

还是尽可能去帮助困难群众。

吴志宏承担着 6个深度贫困

村的脱贫攻坚工作任务。他遍

访 贫 困 户 ，摸 清 贫 困 户 致 贫 原

因；推进“企业+合作社+贫困户”

的产业发展模式；发展花椒、辣

椒、茶叶等产业；解决群众的饮

水问题；帮助贫困群众搬进了安

全舒适的新房……吴志宏用生

命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目标。

2019年 10月 17日，吴志宏在

扶贫工作动态管理公开评议会上

讲话时突发疾病，送医院抢救无

效，倒在了脱贫攻坚第一线，年仅

49 岁。家属经过商议，一致同意

满足他生前捐献器官的愿望。11
月 8日上午，经过 3个多小时的手

术，器官获取成功，5名器官受捐

者成功实施手术，其中 3名器官衰

竭者重获新生，2名失明者重见光

明。吴志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大爱，让人

生的价值得到了灿烂绽放。

吴志宏荣获云南省道德模

范称号。

133 余善伟

余善伟，男，汉族，1974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河南省信阳市

商城县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

他是许多孤困老人心里的

“ 儿 子 ”、贫 困 孩 子 眼 里 的“ 爸

爸 ”、商 城 县 为 人 称 道 的 好 人 。

他为公益事业默默奉献十余载，

用一人之善行，带众人之善为，

助万家之幸福。在他的引领下，

全县注册志愿者近 7 万人，累计

服务群众 40 万人次。余善伟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与人为善、扶贫

济困、尊老爱幼的德善精神。

余善伟是一名农家子弟，父亲

早逝，家境贫困，18岁就放弃学业，

凭着不服输的精神和乐于助人的

品质，在商海闯出一片天地。重返

家乡后，他饮水思源，竭尽全力回

报社会。他先后拿出 100多万元，

为老人们建养老院，为贫困家庭建

“幸福居”。在脱贫攻坚号角吹响

后，他先后拿出 120万元，在 30多

个贫困村开展扶贫活动。

2019 年 5 月，余善伟当选商

城县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一上

任，他就开展了“五个一百”志愿

服务项目，即每年“慰问 100名贫

困老党员、100 名贫困下岗工人、

100名孤寡老人、100名留守儿童

和打扫 100条背街小巷”。他向商

城县红十字会捐款逾 440万元，成

立“社会扶贫专项救助金”，帮助

困难群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他不仅自己捐助抗疫资金，还

积极组织爱心企业和人士捐款。

一路走来，余善伟最牵挂的还

是贫困学生。2015年，他启动志愿

服务项目，为60名孤贫少儿每月提

供 400元生活费直到他们 18岁，他

成了这 60 个孩子最亲的“余爸

爸”。2018年，他举办爱心助学活

动，拿出 500万元设立“菁英励志

奖”，鼓励那些考入高等学府的学

子们。

余善伟荣获河南省道德模

范、河南省社会扶贫先进个人等

称号，被授予中国青年志愿者优

秀 个 人 奖 、中 国 红 十 字 博 爱 奖

章，荣登“中国好人榜”。

134 沈云如

沈云如，男，汉族，1966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浙江省湖州市

长兴县公安局虹星桥派出所民

警。

沈云如从部队转业后扎根公

安 基 层 20 年 ，是 一 名 老 民 警 。

2018 年，他主动申请调往条件艰

苦的农村所工作。3年来，上门服

务群众 600余次，奔波于外省偏远

地区攻克“无户口”难题，帮助 217
人找回了身份，被誉为“最美浙

警”。

从军 17年，沈云如戍边守疆，

几次经历生死考验，把最好的青春

献给国防事业。退伍后的沈云如

转业到派出所工作成为一名民警，

2018年他又主动申请调往农村所

工作。在一次走村串户走访时得

知有这样一户人家：没有户口，干

活没人要，看病也去不了大医院。

看着这对生活困苦又无奈的母子，

沈云如下定决心：“一定要帮这个

家庭一把！”为了帮他们解决户口

问题，仅调查记录就记了上万字。

经过 5个月的奔波，终于为其落实

了户口，办好了低保并找到了工

作。从此很多无户口人员纷至沓

来寻求帮助，已年过半百的沈云如

就一发不可收，一直奔走在帮助无

户口人员的路上，像一只“永不停

歇的陀螺”。

为了帮助无户口人员尽快找

回身份，沈云如一有时间，就把收

集到的线索梳理一遍又一遍。他

无数次放弃休息，主动陪同求助

群众到老家核查。每次送村民回

原籍办理户口，他都会联系车站，

把人送上车并委托列车员照看；

每次去外地出差办理户口，他都

会自掏腰包解决求助者在途中的

食宿问题……沈云如常说，只要

把群众的事当成家里人的事情来

办，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来。

沈云如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

病，从 44岁开始，常常出现不明原

因的突发性休克，最多的一年发作

了 4次，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停下

为百姓的事情四处奔波的脚步。

他说，早一日帮他们联系上亲人、

找回户口，就可以让他们早一点脱

离困境，过上新生活。

沈云如荣获全国最美基层

民 警 、浙 江 省 最 美 公 务 员 等 称

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135 完德尖措

完 德 尖 措 ，男 ，土 族 ，1983
年 7 月生，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

州同仁市热贡龙树画苑画师、青

海省一级民间工艺师。

完德尖措苦心钻研唐卡绘画

技艺，画作蜚声海内外。他自掏

腰包资助 170名贫困学徒，弘扬传

承民族文化。他助力脱贫攻坚，

热心帮助困难群众，义务为 169名

艺人销售唐卡画作，带动解决 500
多户贫困户的就业问题，被称为

“热贡的人民艺术家”。

他 捐 资 助 学 ，弘 扬 传 统 文

化。完德尖措所在的同仁市热

贡龙树画苑，是一家以“画苑+农

户+基地”为经营模式的民营企

业，同时也是文化和旅游部第一

批 命 名 的 非 遗 扶 贫 就 业 工 坊 。

多年来，完德尖措先后指导并培

养的热贡唐卡艺人多达 528 名。

2010 年以来，他自掏腰包每年投

入 200 万元，为贫困学员提供免

费学习、吃住补助，为弘扬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贡献。

他 四 方 奔 走 ，播 撒 爱 心 。

2008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艺人作

品 滞 销 ，有 的 家 庭 收 入 几 乎 为

零。完德尖措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他当即和家人一道拿出 50万

元帮扶困难群众。为了继续打开

销路，他来回往返北京、上海、深

圳等地联系业务，帮助销售唐卡

1300 余幅，解决大家燃眉之急。

此后，完德尖措通过积极争取，帮

助当地艺人与文化企业签订了常

年购销合同，带动一大批本地群

众投身热贡艺术产业，平均每户

每年增加收入 5万至 10万元。

他热心公益，心系贫苦。因

为热爱“热贡艺术”，他也深深热

爱着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群众，

从 2014 年起，完德尖措连续多

年为孤寡老人、贫困家庭、村庄

建设等捐款捐物，主动上门了解

困难群体诉求，全力帮助他们解

决问题，受到了当地群众的交口

称赞。

完德尖措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双带”农村致富青年先

进个人等称号。

136 张西京

张西京，男，汉族，1970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空军军医大学

西京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张 西 京 从 事 重 症 医 学 25
年，坚持生命至上、使命至诚，把

救治病患、服务群众作为人生价

值追求。他视疫情为命令，以敢

于 牺 牲 、敢 于 奉 献 的 大 无 畏 气

概，首批进入武汉抗疫“红区”，

接续奋战 84 个日夜，救治危重

患者 300 余例，彰显人民军医本

色，被誉为“生命守门人”。

作为第一批军队援鄂医疗队

员，张西京和战友们除夕夜逆行出

征、驰援武汉。在对口支援的武昌

医院，面对多名地方医护人员被感

染的情况，张西京带领 19名党员

率先进入重症监护室，规范诊疗秩

序、建立隔离措施、组织查房会诊，

仅用半天时间就有序展开危重患

者救治，两天内建立起符合监护条

件的通道。在救治一线，张西京发

挥临床经验优势，与地方医护人员

密切协同，精准制定每名患者个体

化救治方案，成功治愈武昌医院首

例危重患者，在危急关头极大鼓舞

了医护人员士气。

在高感染风险的病区，张西京

抱定“为了病人，一无所惜”的信念，

始终站在最危险最紧急的地方，有

时患者呛咳产生大量飞沫，多次喷

溅在防护面屏上，他毫不退缩，带领

团队完成第一次气管插管、第一次

有创操作、第一次危重病人吸痰。

他穿戴 13件装备，每天走 3万多步

奔波在查房、会诊、抢救中，有时一

天只能睡3个多小时。作为火神山

医院专家组副组长，他参加医院全

部危重病人会诊和中部战区总医院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会诊，救死扶伤

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

张西京是中东呼吸窘迫综

合征、禽流感和甲流等疾病诊治

专家，多次前往部队开展救治业

务培训，到革命老区和边远贫困

地区开展医疗帮带服务，累计培

训 部 队 基 层 医 务 人 员 近 千 名 。

张西京坚持临床在一线、科研在

一线，长期开展疑难杂症问题临

床攻关，将重症胰腺炎、严重多

发伤救治成功率提高到 90%以

上，救治各类危重病人 5000 余

例 ，创 造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生 命 奇

迹。

张西京荣立二等功、三等功

各 1 次，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等称号。

137 张莹莹

张莹莹，女，汉族，1989年 8月

生，中共党员，广东省深圳市雨燕

残疾人关爱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张莹莹因罹患小儿麻痹症，

双腿肌肉萎缩行动不便。 2011
年起，她投身助残就业创业帮扶

事业，9 年来带领团队残障者创

办 4 家社会组织、2 家企业，帮助

2700 多名残障者上岗就业。她

身体力行地诠释了自强不息、助

人助己的精神内涵，被誉为“勇敢

的雨燕”。

2016 年，张莹莹和残障朋友

创办慈善组织——深圳市雨燕残

疾人关爱事业发展中心，为残疾人

提供就业培训、心理辅导等服务，

在岗员工 90%以上是残疾人和残

疾儿童家属。2018 年，张莹莹带

领雨燕团队负责运营位于深圳龙

华的残疾人创业就业基地“IC 爱

创空间”，为创业初期及有创业意

愿的残疾人提供资源链接、人员代

招、法律咨询、心理干预等服务，着

力开创残疾人多元化就业创业模

式。在张莹莹的精心组织下，该机

构共开展残疾人就业创业技能培

训 150 余场，帮助 2700 多名残疾

人上岗就业，并成功孵化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深圳互联心集团

有限公司”等残障者创业企业和

社会组织共 23家，探索出一条适

合残障人士就业的创新模式。

作为龙华区公共文明促进

会会长，张莹莹积极开展各类志

愿服务、公共文明促进活动，促

进残健融合。她带领社区志愿

者，组织实施残疾人“演说家”志

愿服务项目，鼓励残障朋友们走

出家门、走进社区、走进企业进

行励志演讲，至今已开展演讲 90
多场，听众超过 5000人。她还组

织开展“春笋计划”等助残行动，

为残障者提供就业指导、创业服

务、法律咨询等服务，帮助残障

者提升职场能力，累计服务 3 万

余人次。

张莹莹带领团队连续 3年赴

深圳市对口扶贫地区广西东兰、凤

山、巴马、罗城等地，组织开展“残

障者就业技能培训班”，提供电商

客服、直播带货、抖音制作等课程，

帮助贫困地区残疾人掌握一技之

长，拓宽就业路径，重拾生活信心。

张莹莹荣获全国自强模范

称 号 ，被 授 予 中 国 青 年 五 四 奖

章，荣登“中国好人榜”，其家庭

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

138 张桂梅

张桂梅，女，满族，1957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云南省丽江华

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

长。

她膝下没有儿女，却是 170
多个孩子的“妈妈”；她推动创建

了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级中

学，让越来越多的贫困山区女孩

圆了大学梦；她倾心倾力帮助民

族地区师生、困难群众，将积蓄全

部用于兴教办学、扶贫济困。张

桂梅用爱点亮乡村女孩的人生梦

想。

今年 64岁的张桂梅，是一位

从教 40余年的资深老教师。2001
年起，张桂梅一边在中学当老师，

一边兼任了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

长。福利院创办 20年来，共计接

收了 172名孤儿，张桂梅一直义务

担任院长。她将每一个孩子都视

如己出，教他们读书识字，引导他

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

长期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和

儿童福利院的管理经历，让张桂

梅认识到贫困山区的落后主要

是教育落后，其中女孩受教育的

程度更低，她决心帮助更多贫困

山区女孩走出大山。2002 年起，

张桂梅开始为这个“很难实现”

的 梦 想 四 处 奔 走 ，争 取 支 持 帮

助。2008 年 8 月，全国第一所全

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丽江

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建成。

学校建成当年便招收了来自

丽江市华坪、永胜、宁蒗等地区的

100名女孩。可没多久，第一年招

收的学生中有 6人提出退学。如

何留住山区的女孩子？她又开启

了艰难的家访路。很多学生的家

位于路况极差的山区，两个假期

里，张桂梅即便马不停蹄也只能

走访一个年级学生的家，途中她

摔断过肋骨、迷过路、发过高烧、

旧疾复发晕倒过，但她从未放弃，

一条家访路坚持了 10多年。做通

了思想工作，越来越多的女孩走

进校园，用知识改变命运。建校

以来，已有 1804名贫困山区女孩

走进大学完成学业，在各行各业

为社会作贡献。

张桂梅扎根和服务偏远地

区，模范践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她经常自掏腰包给群众

治病、修路、建水窖，帮助群众协

调 纠 纷、化 解 矛 盾、发 展 产 业 。

她 艰 苦 朴 素 ，对 自 己 近 乎“ 抠

门”，却时时想着群众，把工资、

奖金甚至社会捐助的诊疗费累

计 100 多万元都捐出来，用在了

兴教办学、扶贫济困。2006 年，

云南省政府奖励的 30万元，她全

部捐给了一座山区小学用来改

建校舍。

张桂梅被授予“七一勋章”，

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

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当选“感动

中 国 ”2020 年 度 人 物 ，荣 登“中

国好人榜”。

139 张菊香

张菊香，女，汉族，1938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辽宁省金秋医

院名誉院长。

张菊香退休后组建“菊香爱

心团队”，带领数十位医疗专家，

走遍辽宁省 14个市开展义诊，为

偏远地区的贫困群众送医送药送

健康。累计提供免费诊疗服务 4
万余人次，培训乡村基层医务人

员 1300余名。

她积极投身志愿服务。上世

纪 90年代，张菊香牵头组建了辽

宁省第一家老年病医院“金秋医

院”，为老年患者提供专业的医疗

保健服务。2014 年，她从院长岗

位退休后，组建了“菊香爱心团

队”，181名志愿者中有 33名主任

医师，是辽宁省医疗系统第一支

专家志愿服务队。由于义诊对象

大多居住在偏远地区，在张菊香

的带领下，队员们利用休息时间，

早晨 6点钟出发，晚上七八点钟才

返回医院，经常连续工作十三四

个小时，为的是让老百姓在家门

口、炕头上就能享受到免费的优

质医疗服务。2020年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张菊香积极筹集防疫

物资，带领团队亲自动手制作酒

精棉球，联系企业赶制口罩和防

护服，印制宣传材料等，并及时送

到铁岭县蔡牛镇、盘山县羊圈子

镇等 16家偏远乡镇卫生院，解决

防疫物资紧缺的燃眉之急。

她悉心照顾老兵长者。从

1982 年接诊第一位老红军邓禹

开始，到 2020 年 9 月送走 106 岁

的老红军吴健和 100岁的老红军

张彩，张菊香先后为 58位老红军

和近百位百岁老人提供医疗保

健服务。担任金秋医院院长期

间，她还自掏腰包为外地老人送

饭送菜、熬制中药，为困难老人

购买生活用品，为住院治疗的老

红军和百岁老人制作营养餐糊。

她暖心关爱孤寡老人。7年

里，张菊香先后为 121 位贫困多

病老人送医送药、送钱送物，帮

助 他 们 减 轻 病 痛 、改 善 生 活 条

件。沈阳市法库县十间房乡罗

泉沟村有位大娘是抗美援朝烈

士遗孀，双目失明，唯一的儿子

因车祸不幸身亡。当了解到这

些情况以后，张菊香对她进行跟

踪帮扶，每逢重要节日，张菊香

都会带上节日礼品和慰问金去

看望她。

张菊香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

旗手、辽宁省道德模范等称号。

140 张崇华

张崇华，女，汉族，1942 年 3

月生，国家税务总局泸州市纳溪

区税务局退休干部。

53 年来，张崇华崇德行善，

坚持捐资助学，用自己的无私爱

心和平凡善举托起贫困山区学

子“求学梦”，用行动演绎了感恩

与回馈爱的延续，源源不断地传

递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张崇华自幼家境贫寒，在求

学 、工 作 道 路 上 受 到 过 诸 多 帮

助。“别人帮助了我，我要回报别

人。国家培养了我，我就要回报

社 会 。”1968 年 冬 天 ，刚 参 加 工

作不久的张崇华偶然得知一个

小 女 孩 因 家 境 贫 寒 未 能 上 学 。

她主动走访女孩家庭，耐心做通

父母思想工作，积极联系就读学

校，为小女孩缴纳学费。张崇华

53 年的助学之路就此开启。

多年来，张崇华坚持拿出自己

的大部分工资，默默资助贫困学

生，为他们缴纳学费、补贴生活、购

买文具。而她对自己却特别“抠

门”，至今仍蜗居在40年前的老屋，

过着极尽简朴的生活，一件旧棉衣

穿了 10多年仍舍不得丢，一双老

棉鞋补了又补也不肯换，一个搪瓷

杯用了 30 年还继续用。这些年

来，到底资助了多少钱，她也记不

清了。据估算，仅 2015年至 2020
年，张崇华每年资助 1名贫困大学

生直至大学毕业，累计捐款就超10
万元。张崇华说：“看到一个个帮

助过的孩子考上研究生、参加工作

后，努力回报社会；看到一点爱心

可以改变他人一生的命运，我心里

就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感和成

就感。”

张崇华的义举也深深影响

着家人。她的女儿坚持自立自

强 ，不 管 自 己 多 困 难 都 默 默 坚

守，还主动为贫困孩子们做饭打

扫 ，参 与 到 做 各 种 公 益 活 动 中

来，和丈夫一起成为母亲的铁杆

粉丝，默默支持着母亲的“助学

事业”。

2020 年 ，在 各 方 指 导 帮 助

下，“崇华之家”工作室、“崇华爱

心帮扶基金”和“崇华爱心驿站”

相继成立，以张崇华之名，引导

并集聚税务系统和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到爱的接力中来。越来

越多被资助的孩子们在走出困

境后陆续加入到“崇华之家”捐

资助学、志愿服务的行列中，将

这份爱永不停息地传递下去。

张崇华荣登“中国好人榜”。

141 张超凡

张超凡，女，汉族，1992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吉林省超凡梦

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张超凡出生时就失去了左

臂，却不妨碍她顽强拼搏，活出生

命“完美”的模样。她是百余家媒

体专访的 90后创客校长，也是支

教山区的年轻讲师；她还参与发

起社会组织和社区治理体系的改

革创新，用英文向世界讲述中国

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典型故事。

大学毕业那年，年仅 23岁的

张超凡毅然放弃在北京保研的机

会，返乡创办了一所艺术教育培训

学校，为知名学府输入生源 1000
余名。为了让更多青年感知榜样

的力量，2019年，张超凡与长春市

绿园区委、区政府联合打造“梦想

小镇”基地公益项目。该基地作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长春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至今已经招募

1.2万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创立了新时代筑梦展厅、公益梦想

课堂、青少年双创基地，开放以来

公益参观量达5.68万人次。

大学支教的经历使张超凡

心怀山区儿童。多年来，她累计

为贫困地区捐资 135 万元，资助

患癌教师、残疾人子女及自闭症

儿童超过 400 名。10 年间，她走

进部队、高校及贫困山区，进行

了 700 余场公益励志演讲，累计

志愿服务时长 1.28 万小时，线下

受益人数达 28万人次，线上互动

人数 5000余万人次。

她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将其书

稿的稿费全部投入残疾人无障碍

创业基地建设。2018 年，张超凡

打造了万余平方米无障碍创业场

所，建成16个无障碍洗手间、电梯、

坡道等，并联合当地工会、团委、妇

联等相关部门，成立长春市绿园区

残疾青年创业孵化基地，至今已为

46名家庭贫困和返乡创业的残疾

青年提供免费创业场地及孵化服

务，助力他们实现创业梦想。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张超凡通过基金会联合并发

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采取“零

元管理费”方式，主动放弃原本

可以依规收取的管理费用，共募

集各类爱心物资及善款总价值

超过 890 万元，第一时间将医用

口罩、防护服、医用酒精、手套鞋

套及生活物资送至抗疫一线。

张超凡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最美

志愿者等称号，被授予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荣登“中国好人榜”。

142 拉巴卓玛

拉 巴 卓 玛 ，女 ，藏 族 ，1933
年 3 月生，西藏自治区第一建筑

工程公司退休职工。

88岁高龄的拉巴卓玛生活简

朴，把点滴积攒下来的退休金都用

来帮助最需要的人。30多年来，她

先后为残疾康复者、养老院老人、

福利院儿童、特殊疾病患者和灾区

捐款累计 40余万元，用默默奉献

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价值。

2008 年汶川地震，当时拉巴

卓玛老人手头没有太多积蓄，捐

了 100元钱。这件事情以后，老人

一直感觉很歉疚。2010 年，拉巴

卓玛毅然卖掉了唯一的住房，住

进了只有 20平方米的出租屋，将

卖房所得的钱全部捐给了青海玉

树地震灾区红十字会和福利院，

当年捐款累计 16 万余元。2014
年 10 月 17 日，在全国首个“扶贫

日”，拉巴卓玛又将辛苦积攒下来

的 1万元捐赠给了西藏自治区残

联康复中心的 20名残疾康复者。

2015年 3月的一天，拉巴卓玛

从电视上看到西藏曲水县社会福

利院的老人们生活条件简陋，便联

系到该社区民警一起来到福利院，

把自己积攒的 2万余元捐给了老

人们。每当有人问她为什么要从

事慈善捐赠活动，帮助那些素不

相识的人，她总是淡然地说：“共

产党把我从农奴变成社会主义劳

动者，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不愁

吃不愁穿，节约下来的钱用来帮助

有困难的人，我很开心，很满足。”

如今，拉巴卓玛虽然年事已

高，腿脚不灵便、视力下降，但她无

私奉献、乐于助人的步伐却不曾停

歇。走进老人的家，常能看到老人

坐在收音机前，认真收听各类需要

资助的新闻信息，她认真记录整理，

想方设法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拉巴卓玛荣获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荣登“中国好人榜”。

143 罗太桂

罗太桂，男，汉族，1978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华电西藏能源

有限公司监督部纪检监察专责。

在西藏昌都市江达县波罗

乡外冲村担任工作队队长和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的 800 多个日

夜，罗太桂脚底沾满泥土、心中

充满真情、事事牵挂群众，用奉

献筑牢村民致富发展的基石，用

关爱建起民族地区适龄儿童向

外求学的桥梁。

2018年 12月，罗太桂由华电

西藏公司派驻外冲村从事驻村工

作。进村后，他很快熟悉村里的情

况，发现该村贫困的原因是不重视

教育，适龄儿童辍学情况时有发

生。他不辞辛苦，走村入户宣传动

员，让更多的孩子走进学校。

在 11 岁的藏族女孩泽仁拉

姆眼里，罗太桂如父亲一样。她

从小就没有父亲照顾，姐弟三人

靠母亲独自艰难拉扯大，最大的

愿望就是走出大山去读书。2019
年暑假，罗太桂得知了这一情况

很受触动，在征得女孩母亲和村

委会同意后，与在四川广安教书

的妻子商量，决定资助泽仁拉姆

到四川广安上学，平日吃住在罗

太桂家里，由妻子照顾她的学习

和生活。罗太桂叮嘱妻子要悉心

照顾泽仁拉姆，甚至比照顾亲生

女儿还要细致。

2020 年 7 月，益西、益拉两

姐妹考上了内地西藏高中班，但

因家庭困难，打算让其中一个孩

子放弃学业。罗太桂得知情况，

立即登门做说服工作，并积极向

公司汇报争取，帮助两姐妹申请

到每人每年 6000 元的助学金，

姐妹俩顺利踏上求学路。

罗太桂还主动帮扶孤寡老

人扎尼，经常嘘寒问暖、送去生

活物资、帮助解决各种困难。“罗

书记经常来串门，没水了，就帮

我提水；没柴了，就给我送柴；生

病了，还给我带药……”在扎尼

眼里，罗太桂就是亲人。

在外冲村两年多，罗太桂推

动村庄建设，修建道路、水电、网络

等基础设施，带领群众发展木刻

产业，外 冲 村 如 期 实 现 脱 贫 摘

帽。

罗太桂荣获西藏自治区“四

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优秀

宣讲员称号。

144 周永开

周永开，男，汉族，1928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四川省达州市

纪委离休干部。

周永开坚持离休不离志、离

岗 不 离 党 ，长 期 在 传 承 红 色 文

化、保护生态环境、捐资助学、扶

贫帮困等方面传递正能量，展现

了一名老党员“不忘初心、发挥

余热、老有所为”的良好风貌。

丹心不改，传承红色文化。

1995年，周永开组织发起“巴山渠

水共产主义运动友好学校联谊

会”，深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他

以 12所红色学校的史实为蓝本，

拍摄《巴山教魂》电视教育专题

片，编纂《热血》系列丛书；在张爱

萍将军的母校——现达州市通川

区蒲家中学，自费建起“蒲家英烈

园”，确立“热血”纪念日，设立“热

血”奖励基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

生。他先后捐赠 40余万元，在家

乡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奇章中

学、化成小学等 12所学校倡导设

立“共产主义奖学金”，已颁发 20
多届，共奖励师生 1000余人。

义务护林，誓把绿色还巴山。

离休后，周永开来到万源市花萼

山，与另两名退休老同志自发组成

义务护林队，扎根花萼守山护林，

一干就是 20 多年。在他的感召

下，村民们主动加入义务护林员行

业。20多年间，他在花萼山义务植

树造林 1500多亩，硬是把荒山变

成了绿林，这些山林被村民亲切地

称为“清风林”。2007年 4月，花萼

山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慷慨解囊，把群众当亲人。

1994 年起，周永开带领花萼山村

民们修建通村公路，帮助最偏远

的项家坪村告别不通电的历史；

动员家人、朋友为贫困户捐钱捐

物，修缮破旧的校舍；引进经济作

物萼贝，使村民们平均每年增收 4
万多元；先后资助 10多名孩子上

学 ，鼓 励 他 们 好 好 学 习 走 出 大

山。2008 年汶川地震，他个人捐

款、交纳特殊党费 1.3 万元；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和老

伴捐款 10万元；2015年以来，他 3
次交纳特殊党费 20.7万元，以行动

诠释了老共产党员的淳朴品质。

周永开被授予“七一勋章”，

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离

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四川省百名

优秀志愿者等称号。

145 周维忠

周 维 忠 ，男 ，汉 族 ，1969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国网江苏省

电力有限公司仪征市供电分公

司滨江业务所运维采集班副班

长。

（下转第十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