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 1 月 15 日，六安市人民路小学东校书法社团的同学们在写春联，迎接
牛年春节。同学们通过书写一幅幅寓意吉祥的对联，增强对中华年俗文化的
认识，表达对新年美好生活的祝福。

本报通讯员 田凯平 摄

墨香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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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真情··

姜继永：笔耕不辍记录伟大时代

■ 姜继永 口述

本报记者 汪国梁 整理

我是一名生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退
役军人，从部队退休已逾 30 年。 每当回
想起 1990 年 5 月 14 日———接到退休命
令的日子， 心中仍然波澜起伏。 生命有
限，事业无限，从那天起，我立志要完成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记万篇日记”的夙
愿，努力做到退休不褪色、书写新华章。

退休前，我在省军区系统工作近 40
年。刚参军担任霍山县人武部参谋时，有
次慰问烈士刘伯驹的遗孀吴妈妈， 在她
家中堂看到烈士绝笔诗：“愿做祢衡鼓自
挝，一腔孤奋走天涯。 笔下珠泪刀下血，
灌注人间自由花。 ”我心中深受震撼，肃
然起敬，将烈士的事迹记在了日记中。从
这时起，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接过烈士
手中的笔，坚持写日记，记录新中国的新
面貌，记录人民的新生活，记录烈士鲜血
灌注的“自由花”。

此后，我历任省军区新闻干事、六安
军分区宣传科长、舒城县人武部政委、省
军区干部文化学校副校长、 省军区军史
主编等职务，无论身处哪个岗位，都始终
注重调查研究，坚持读书写作，不少稿件
在省级媒体刊发， 所撰写的调查报告被
省军区和上级领导机关转发。退休后，我
没有关在房子里休养，而是迈开双脚，到
广阔的农村去，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去，到
奔腾的经济大潮中去， 继续用手中的笔
记录伟大的时代。

我几乎跑遍省里改革开放先进单
位，跑遍革命战争纪念地，白天做调查，
晚上写日记，常常凌晨 4 点起床，查阅资
料，整理笔记。三更风雨、五更鸡鸣，时代
大潮在胸中奔腾， 促使我写出了一篇篇
倾注着情思的文章。散文、长篇纪实文学
集《勇往直前》《星月集》等 7 部作品公开
出版，获得了省作协颁发的“安徽省老作

家文学贡献奖”。
生命不息，奉献不止。2003年，我住进

合肥市军休四所。 党、国家和军队对退役
军人的关怀与爱护，激发我更加坚定地跟
党走，积极参加公益事业，努力尽退役军
人的责任。 2010年起，我向母校霍山中学
捐款 6次，每次 2万元，帮助了 30名贫困
学子顺利完成高中学业。许多贫困学生给
我写来火一样热情的信， 让我深感欣慰。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我一生没有多
少积蓄，只有满屋子的书籍。 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我每月领到工资，除去生活费外，
大多购买书籍。 退休后，我先后向学校、机
关、企业单位捐赠图书 9000余册。 霍山中
学分校搬迁新校址时， 新图书馆没有书
籍，我一次就送去 4000册书。

我生长在革命老区， 深知革命传统
教育对青年成长至关重要。退休后，我还
致力于向青少年开展革命传统宣讲。 引
导他们自觉传承红色基因。 2017年清明
节，省市机关、学校的数千人在大蜀山祭
扫、瞻仰烈士陵园，我应邀前去宣讲，一
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中国人
民在党的领导下， 用巨大牺牲赢得独立
自由解放，赢得今天的幸福生活。许多青
年被宣讲所打动，热泪盈眶。这也激励着
我退休不退志，努力像保尔所说的那样，
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要为共产主义事
业奋斗终生。

（本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文，来稿可
发送至电子邮箱：ahwdtygs@163.com）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李鹏

“小朋友 ， 这是你喜欢的文具
盒 。 我们还带来了水杯 、 围巾和手
套……”近日，闫书见、刘俊霞夫妇与
亳州市爱心协会的志愿者们一起，为
谯城区大杨镇丁固小学的 13 名留守
儿童送去了新年礼物，实现了孩子们
的“微心愿”。

从 2013 年涉足公益事业以来 ，
闫书见、刘俊霞夫妇一直奔走在爱心
路上 。 阳光助残 、敬老爱幼 、保护环
境 、春运服务 、爱心送考 、疫情防控
等， 几乎每场活动都有他们的身影。
近 8 年来 ， 夫妻俩共计捐款 7 万余
元， 带动他人捐款捐物 180 余万元，
受益的人不计其数。 闫书见、刘俊霞
被评为 2020 年 10 月全省学雷锋志
愿服务优秀个人典型。

夫唱妇随“益”路行
———“从幕后到前台，

公益路上有我陪着你”

“不记得哪年开始做公益的了，开
始是跟着别人到处跑。 ”闫书见说，如
果真要给自己的公益路找个起点，应
该要从 2013 年开始算起。 那年，他跟
着“亳州善行团”的几位志愿者看望涡
阳县陈大镇一位 89 岁的老太太，当时
的情景至今难忘。

老太太家境贫寒，住的还是土坯
房。 老人接过米面油和几百块钱时，
感动得哭了。 老人问闫书见，非亲非
故的为什么要对她那么好 。 闫书见
深受感动 ， 原来帮助别人自己收获
也这么大。

从此，闫书见不再只是公益路上
的 “过客 ”，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去
帮助别人。 2014 年，亳州市爱心协会
成立 ， 闫书见负责协会的物资发放
和资金监管 ，经常忙得家都顾不上 。
妻子刘俊霞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但
由于孩子刚出生离不开妈妈 ， 便对
闫书见说 ：“你去照顾别人 ， 家里交
给我。 ”

每次做公益回来， 闫书见都会带
回一堆穿过的公益马甲等衣服。 刘俊
霞总是很快就洗好， 让志愿者每次都
能穿上干净的公益服装。 “如果没有妻
子的支持， 我不可能在公益路上走那
么久那么远 ， 更不可能帮助那么多
人。 ”闫书见说。

在闫书见的影响下，刘俊霞也走
上了公益路。 2015 年，共青团亳州市

委发起了 “微心愿 ”认领活动 ，刘俊
霞认领了谯城区谯东镇一名小学生
的 “微心愿”———一个书包。 刘俊霞
清楚地记得 ，她买了漂亮的书包 ，还
有文具盒 、本子和笔 ，总共花了 100
多元钱。 别人不知道的是，刘俊霞女
儿背的书包只有 20 多元钱。 当刘俊
霞看到受帮助的孩子露出天真的笑
容时 ， 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闫书见
那么热爱帮助别人 ， 公益真的能让
人心里充满爱。

闫书见、 刘俊霞夫妻虽然在精神
上很“富有”，但经济上很一般。闫书见
出生于 1984 年， 刘俊霞出生于 1985
年，都来自亳州本地的农村，没有上过
大学。 2007 年，两人结婚后，做点中药
材生意， 维持生活， 至今没有什么积
蓄，目前仍然在市区租房住。但这些并
没有影响这对夫妻的公益行动， 他们
一直奔走在爱心路上。 “从幕后到前
台，公益路上有我陪着你。 ”闫书见、刘
俊霞夫妻相互勉励。

目前，闫书见、刘俊霞都是亳州市
爱心协会的副会长。尤其是刘俊霞，更
是后来者居上， 成了协会最忙碌的人
之一，也是协会的骨干分子，发起并参
与协会多个大型公益活动。刘俊霞说：
“我加入公益行动是希望能分担闫书
见的责任， 没想到能陪他在公益路上
走这么远。 以后我们将继续‘益’起前
行，帮助更多的人。 ”

奉献爱也收获爱

———“帮助别人时，也
经常被别人感动”

做公益费力还费钱， 有人笑闫书
见、刘俊霞太傻，有钱自己花不好吗？
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做公益是多么
让人有成就感，带来多么大的喜悦。

2015 年，闫书见在亳州职业技术
学院打球时腿受伤了，需要在家休息。
正是这段难得的清闲时光， 让他挽救
了一名白血病少年的生命。当时，闫书
见租住在和谐佳苑小区。 一位邻居哭
诉其外甥因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导致病情恶化转为高危血癌， 急需造
血干细胞移植救命。但家里没钱，治不
起病。

闫书见决定帮助这个名叫明浩
的孩子，便拄着拐杖找到身边做公益
的朋友，一起寻找解决办法。 2015 年
3 月底，闫书见赶到合肥，将首批爱心
捐款 9400 多元交到了小明浩的父亲
陈运涛手里 。 在闫书见等人的奔走
下 ， 小明浩的遭遇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 ，总捐款达到
40 余万元。

有 了 治
疗费 ， 明浩
及 时 做 了
造 血 干 细
胞 移 植 手
术 。 如今 ，
明 浩 恢 复
了健康 ，过
上 了 正 常
孩子一样的
生活 。

“帮助别人
时，我们也经常被
别人感动 。 ” 闫书
见、 刘俊霞夫妻在传递
爱的同时，也收获着感动和
成就感。

2019 年暑假，亳州市爱心协会像
往年一样举行 “圆梦大学 ”爱心助学
活动。 在当年资助的大学生中，谯城
区大杨镇的张永美让刘俊霞印象深
刻。 张永美小时候贪玩，一次意外失
去了 10 根手指。 没有手指，张永美就
用虎口夹着笔写字。 家里没钱，张永
美就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学习上。 身
体残疾小姑娘勤奋、自信、阳光。

当听到张永美考上中国政法大
学的消息时 ，刘俊霞突然对 “所有的
付出终究都会有回报 ” 有了新的认
识。 她从小姑娘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
真谛，热爱生活才能过好生活。

如今， 张永美受刘俊霞的影响，
放假时经常参加爱心协会的公益活
动，帮助别人。

正是一个个像小明浩、张永美这
样热爱生活、 感恩生活的自强者，源
源不断地向闫书见、刘俊霞“回报”着
能量和动力，激励着他们把爱和阳光
传递给更多的人。

做好公益“传帮带”
———“爱心传递温暖，

协会需要新的血液”

闫书见说，他的公益“领路人”是
“爱心老人”刘汉章。 那时年轻懵懂的
他，经常跟着老人做些好事。刘汉章老
人去世后， 他又跟着老人的三个子女
做公益。 201４ 年，他们一起成立亳州
市爱心协会。

在闫书见影响下，他身边不少亲
戚朋友也走上了公益道路。 颜满想是
一家花茶厂老板，2020 年抗洪抢险时
捐了 6000 元 ，随后的 “圆梦大学 ”活

动又捐款 2000 元； 朱标在亳州一家
银行上班，2020 年 8 月“爱心送考”活
动时，自费购买 100 套修甲工具慰问
爱心司机 ，“圆梦大学 ” 活动时捐款
2000 元； 孙新潮是一名工程建筑师，
2020 年“爱心送考”活动时，召集了一
支 15 辆车的送考队伍， 还免费请考
生吃饭……

刘俊霞说， 相对于捐款捐物，做
公益更重要的是一颗奉献的心。 2020
年 2 月 ，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最严峻
时， 共青团亳州市委成立了由 14 人
组成的青年突击队， 刘俊霞任队长，
慰问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社区工
作者、环卫工、交警等群体，为一线人
员送去防疫物资。

抗“疫”期间，闫书见夫妻没时间
照看子女， 便把两个孩子送回农村老
家。 有一次， 女儿在电话里对刘俊霞
说：“我现在正穿着妈妈的睡衣。 ”刘俊
霞问：“为什么要穿妈妈的睡衣？ ”女儿
回答：“因为睡衣上有妈妈的味道，我
想抱着妈妈睡觉。 ”刘俊霞哭了起来。
女儿懂事地安慰她：妈妈不要哭。我会
照顾好弟弟。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
亳州市爱心协会。目前，该协会有志愿
者近千人。 “爱心传递温暖，协会需要
新的血液。 人越多， 公益的能量就越
大! ”刘俊霞说。

志愿者郭红旗说， 接触爱心协会
之前， 他觉得人活着就是为了多挣钱
过好日子，但闫书见、刘俊霞用行动告
诉他， 让别人快乐原来比自己开心更
有意义。

不等不靠 种植蘑菇脱贫

■ 本报记者 殷骁

如果不是遭遇意外， 蚌埠市五河县
新集镇新集村村民邓伟， 可能永远不会
和蘑菇打交道。这名独臂残疾人，通过种
植蘑菇脱了贫，并带动很多村民就业，他
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蘑菇大王”。

今年 43 岁的邓伟此前从事大货车
驾驶，常年在外跑运输，虽然辛苦，但全
家人生活挺幸福。2012 年，邓伟不幸遭遇
车祸，右臂重伤，不得不截肢，无法再驾
车上路， 家中也由此失去了经济来源。
2014 年，邓伟被确立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成了贫困户的邓伟不愿向命运低头，
“虽然失去了一只胳膊，但我还干得动，不
能啥都依靠政府。 ”一次偶然的机会，邓伟
得知种植双孢菇利润可观。 于是，他先后
赴河南、 山东等地边打工边用心学习技
术。 一年后他终于掌握了基本种植要领，
试种的效果也很好。 2017 年，邓伟返乡，
在当地残联和镇村干部的帮助下解决了
土地、资金等困难，在新集镇双河村创建
了食用菌种植合作社，注册了商标，建起
17个双孢菇大棚，占地面积 26亩，年产量

300 吨左右。 邓伟头脑活络，利用网络和
各大农产品基地提供的商品信息开拓销
路。 他的双孢菇还出口到了国外。

2019 年起， 邓伟扩建了 20 个种植
大棚，引进草菇、球盖菇等高档菌种植。
“旺季每天可销售双孢菇 2 万斤，一天的
产值就能有 6 万元。 ”邓伟告诉记者。 不
等不靠的他，早就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脱
贫后的邓伟没有止步不前， 而是想到了
更多残疾人和贫困户。 他专门成立的扶
贫就业驿站， 吸纳本村和周边不少贫困
户务工。他的合作社里，也有一大半工人
是残疾人或曾经的贫困户。“邓伟是实在
人，谁要找他打听种蘑菇的事儿，他决不
藏着掖着，一准包教包会。 跟着他干，大
伙心里踏实！ ”村民薛昌朝说。

“我想带动更多的人种植食用菌、发
展深加工， 将来把新集镇建成全国知名
的蘑菇大镇！”展望未来，邓伟信心满满。

为圆中国梦 乐育向阳花

■ 本报通讯员 李鹏

“周爷爷用数字对比，解说十三五成
就，俺们看得见，听得懂。 ”近日，萧县龙
城镇北关小学一些学生如是说。

学生们说的周爷爷，名叫周广耘，今
年 76 岁，是共产党员、省级劳动模范、宿
州市离退休老干部先进个人、 宿州市关
工委先进个人。 近 20 年来，他自行设计
印制挂图， 深入全县各地中小学校对学
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最近，他又带着自
行设计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摘要
展板到全县 10 多所学校进行宣讲。 近
20 年来，他已行程 2 万余里，跑遍全县
23 个乡镇的 300 多所中小学校，受教育
者达 30 多万人次，有力地配合了当地中
小学的德育工作。

周广耘少年时代父母双亡， 是党和
政府抚养了他， 把他培养成一名光荣的
人民教师。 2001 年 9 月，从黄口中学校
长位子上退休后的周广耘， 开始了义务
宣讲的生涯。

近 20 年来，无论春夏秋冬，还是严
寒酷暑，周广耘都在不停地备课、宣讲。
有时要熬到深夜编写讲稿， 有时要到全
县各地采写当地典型、挖掘乡土教材。每
次下乡， 他不是乘坐公共汽车就是骑着
自行车。他给自己定了“四个不动摇”：一
是天冷天热不动摇， 排好了的日程要按
照计划落实；二是家人劝阻不动摇；三是
听到闲言碎语不动摇； 四是身体小病小
恙不动摇。他的鞋子曾跑得前边张了嘴，
后边掉了底。 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他曾跑得脚上打了泡，讲得嗓子出血，仍
然坚持不懈。

一次， 周广耘骑车先后到县城西部
的业庄中学、红庙小学和张屯中学宣讲，
结束时已是傍晚时分。这时，一墙之隔的
小学领导得知情况后，找到周广耘，要求
他在学生放学前给上一堂思想道德教育
课。此时精疲力竭的周广耘二话没说，强
打精神，满足了师生的要求。

去年 5 月， 周广耘因患脑栓塞第二
次住进县医院。在病床上，他依然念念不
忘宣讲事宜。 恳请医生批准出院的第二
天，他就来到龙城镇的中小学进行宣讲。

家人希望他能在家带孙子，安享晚年。
社会上一些人也说他“傻”，不合时宜。 周广
耘乐呵呵地说：“人各有志， 作为一个老教
育工作者， 我通过宣讲， 自己能学到新知
识，青少年能受到教育，真是其乐无穷。 ”

2016年， 周广耘被聘为县关工委德
育报告团团长。从此，他与全国模范退役
军人王於昌、 全国教育先进工作者李长
钦等报告团成员， 经常到全县中小学宣
讲。如今，周广耘仍奔波在青少年教育第
一线。

周广耘曾作诗自勉：“为圆中国梦，
乐育向阳花。白发心弥壮，犹燃灿烂霞！”

近 88年来，，这对““8800后””志愿者夫妻热心帮助贫困儿童、、
孤寡老人、、残障人士，，带动众多爱心人士参与志愿服务，，被
评为学雷锋志愿服务优秀个人典型——————

夫妻携手同走公益路

荨 1 月 14 日，淮北市泉山路学
校的学生在大课间练习传统舞

龙、舞狮。 近年来，该校创新大课
间活动课程内容，将传统文化、音
乐与体育运动相互融合， 引入腰
鼓、舞龙、舞狮、舞蹈、足球、趣味
游戏等特色体育项目， 让学生在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中锻炼身

体，快乐成长。
本报通讯员 万善朝 摄

多彩大课间

·成长天地·

2020 年
高考期间， 闫书见、

刘俊霞在亳州一中门口参加志愿服务

活动。 （亳州市爱心协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