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2 月 5
日，赵显生参加马鞍
山市第六届好人节

活动。 李帮友 摄

2月 25日，由濉溪团县委、濉溪县妇联联合举办的“相约濉
溪·缘来是你”乡村单身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刘桥镇王堰村部
农民文化礼堂举行。这是今年该县举行的第三场乡村单身青年
联谊活动，旨在服务大龄单身青年成长成才成家，引导乡村青
年树立健康向上的婚恋观、 人生观， 倡导移风易俗文明新风。
120 余名单身青年参加活动，24 对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本报通讯员 周方玲 摄影报道

荨 现场游戏互动环节。

▲ 活动现场心动环节。

··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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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书强：军绿是我不变的本色

■ 欧阳书强 口述

本报通讯员 王绍智

本报记者 汪国梁 整理

我 1970 年 12 月从萧县家乡入伍 ，历
任战士、文书、排长、后勤处助理员和坦克
机械修理连连长、技术教官，曾在唐山大地
震抢险中立功。 1982 年 1 月，我转业回到家
乡宿州，先后在法官、检察官岗位上工作。
从脱下一身军绿的那刻起，我就提醒自己：
“一朝穿军装，一生是军人。 脱下军装依然
要保持军人本色，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
辈子。 ”在神圣的司法岗位上，我心里始终
装着父老乡亲，执法为民、坚守公正、除恶
务尽，收获了“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要热心、耐心、细心，要一心一意、全心
全意———这是我执法为民的 “三心二意”。
1997 年， 我在原宿县地区中级法院任副院
长。 萧县乡下有位王大娘家中耕地被侵占，
据理力争没争赢，求村里处理没有结果，最
后闹上法庭，满肚子是理的她却输了官司。
王大娘心中不服，一趟趟到中院诉冤。 我调
卷查看， 从原审判决书上引用的证据和认
定结果看，并无问题。 但我仍不放心，带领
主办法官去了王大娘所在村， 对涉诉两家
土地仔细仗量， 证明王大娘提供的事实和
证据确实、诉求合理。 王大娘打赢官司后，
提上一篮鸡蛋到中院感谢，被我婉言谢绝。
大娘改日又揣上 ２ 盒香烟找到我， 我再次
婉谢。 两次送礼被拒，王大娘回去连夜缝制
一双棉布鞋垫，用红丝线精心绣上“爱民”
两个大字，送到我手里。 这回我欣然收下，
并一直珍藏在身边。 这不是一双普通的鞋
垫，这是群众的一番深情厚谊，提醒我时刻
牢记父老乡亲的期望。

公正是司法的灵魂， 是检验我们职业
品质的尺子。 我做法官办案千余件，没有一
件判错被检察院抗诉纠正； 做检察官经手
把关和办理案子上千件， 也没有一件错案
从手里漏过，办案的精准和公正有口皆碑，
在上级司法机关也小有名气。

上世纪 90 年代 ，山东 、江苏两省因微

山湖归属争执不断， 双方因此闹到最高法
院。 最高法院指定宿县地区中院办理，由我
主审。 为办好这桩省际大案，我全面收集历
史资料，深入研究微山湖的古今归属，亲赴
湖区走访当地群众，广泛听取涉诉双方的主
张，实地考察苏鲁两省的实际管辖范围。 做
好这番“功课”后，我把双方召集到一起，通
报考察调查结果，得到双方认可。随后，我又
组织两省民政、国土部门和湖区代表，共同
划线立界，最终以调解的方式圆满结案。

当法官 17 年， 我曾创造一年办案破百
件的全省记录， 让穷凶极恶的歹徒闻风丧
胆，帮许多百姓讨回公道。 当检察官 13 年，
我组织带领干警办理数千件贪污贿赂案件、
公诉案件、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案件，使一
大批腐败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受到法律严
惩， 将一个个逍遥法外的罪犯收入法网，让
一些判决不公的案件回归公正。

退休后，我致力于法治宣教和扶贫济困
事业。 这些年，我不分春夏秋冬、阴晴雨雪、
酷暑寒冬，参加“关爱少年，传承好家风”等
活动，到砀山县、萧县和宿城中小学讲法治
课、预防青少年犯罪；到火车站、汽车站维持
秩序，与街道、学校一起举办家长培训班，引
导家长正确培养教育孩子。我还联系多名退
休干部到萧县、砀山的农村开展扶贫济困活
动，用自己养老金为贫困户、残疾人购买衣
物和米面油。

回顾脱下军装的近 40 年， 我感到十分
欣慰的是， 自己一直在心里珍藏着一抹军
绿，一直保持着军人的本色。 至今我仍然认
为：我是一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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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扶农村青年 培育致富能手
■ 本报记者 聂扬飞

本报通讯员 吉太耘

宽敞的大棚车间、整齐的方格水面。 近
日，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创源集团水蛭养殖基
地里，全国关工委系统“双带”农村青年先进
个人、集团董事长王邦神正忙着给前来参加
培训的近百名农村青年现场示范讲解。

“当初，我之所以创业成功，离不了县
关工委的扶持。 现在我想借助关工委农科
教示范基地这个平台，传授科学养殖技术，
以此回报社会，帮助更多的青年人。 ”王邦
神说。

据介绍，为带动农村青年创业，助力全
市乡村振兴，马鞍山市各级关工委选择 150
个农村创业带头人的公司或合作社作为农
科教基地，并在基地设立关工组织，发动老
村干、老科技、老教师等“五老”志愿者，通
过组织、示范、培训等途径，带动全市 2 万
余名农村青年走上创业致富之路。

马鞍山市郑蒲港新区关工委及下属姥
桥镇、 白桥镇的关工委， 依托石斛种植基
地、 稻虾混合养殖基地、 蔬菜大棚生产基
地、瓜蒌种植基地等 10 个基地，建立了 10
个关工委或关工小组，以组织中的“五老”
志愿者为骨干，动员周边 1000 余名农村青
年到基地学习种植养殖技术， 并依托基地
开展创业活动。 经过 4 年多的努力，该区涌

现出水产养殖大户张业斌、大棚蔬菜种植大
户杨兆龙、萝卜种植大户陈兆春、现代农业
水稻种植大户郑毓华等一大批农村青年创
业能人。

积极引进外部智力资源，助力基地产业
发展。雨山区芦场村关工委每年邀请市县农
业专家， 对周边青年农民开展 12 次种植养
殖科技培训，带动全村 300 余名青年农民开
展种植、养殖的科技创业。该村吴兴龙、周静
等数十名青年原来对苗木花卉种植一窍不
通，经过在苗木花卉基地示范培训后，都成
了苗木花卉的种植能手，并都创办了自己的
苗木花卉公司。

含山县仙踪镇长山村青年农民李国峰
的父亲因病去世，生前住院治病期间欠下债
务 10 万多元。 县、镇、村关工委及基地关工
组织将李国峰作为贫困村青年重点帮扶对
象，帮助他参加养殖培训班，学习稻田混养
小龙虾和鸡鹅养殖技术。 经过努力，李国峰
不仅还清了 10
万多元的债务 ，
还盖起了三间大
瓦房， 购买了一
辆崭新的面包车
跑运输， 从贫困
户变成了当地青
年农民创业致富
带头人。

·百姓纪事·

�� 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1100 多年来

积极参与学雷锋志愿服务，， 捐款 33 万

多元资助贫困学生，，无偿献血 2200 多次

超 66000000 毫升，，不久前被评为全省学雷

锋志愿服务优秀典型——————

“奉献他人，快乐自己”

联谊活动喜洋洋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2 月 24 日下午，马鞍山市和县乌
江镇敬老院内传出阵阵欢声笑语，整
个院子洋溢着欢乐温馨的气氛。 和县
“公益达人”赵显生和志愿者们帮老人
们收拾房间，与老人们促膝谈心，其乐
融融。

今年 60 岁的赵显生是一名出租
车司机，是和县“爱心车队”志愿服务
组织的一员。 他十几年如一日参与社
会志愿服务活动， 先后捐款 3 万元资
助家境贫困的学生，无偿献血 20 多次
超 6000 毫升，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
献奖银奖”、和县“希望工程”爱心奖以
及“马鞍山好人”、和县“优秀志愿者”
等荣誉称号，不久前被评为全省 2020
年 12 月“月评十佳”学雷锋志愿服务
优秀典型。

情系公益 拯救生命

这些天， 赵显生正在为 3 月份学
雷锋月的志愿服务活动做各项准备。
他已记不清组织过多少回这样的志愿
服务活动了。然而，说起第一次参与公
益活动，他依然记忆犹新。

2005 年 4 月的一天，赵显生开车
路过和县 DJ 广场，看到广场上的献血
车贴着醒目的标语：“血库告急， 急需
用血”。于是，赵显生抱着好奇、试试看
的心态走上献血车。经过检查，赵显生
符合献血条件， 当场一次性献血 400
毫升。 “‘告急’两个字看得人焦急，就
觉得自己应该去看看能做点什么，也
没想太多。 ”赵显生用“冲动”形容自己
当时的举动，“了解到血库确实告急，
我献的血能帮助别人，觉得很快乐。 ”

第一次献血后， 赵显生了解到献
血不仅不会损害自身健康， 而且有益
健康，还能帮助别人，何乐而不为？ 此
后，赵显生成了献血车上的“常客”，甚
至和医护人员成了朋友。 只要身体条
件允许，他每年都会不定期献血，直到
10 几年后患上高血压。

在赵显生家里， 珍藏着一沓沓献
血证， 记录着他每次献血的时间和献
血量。 10 多年来， 他总共献血 20 多
次，献血量达 6500 毫升！

“奉献他人，快乐了自己。 ”这是赵
显生常说的一句话。此后，赵显生热衷

公益，活跃在各个公益组织中。 10 多
年来，他先后加入江淮义警、“一束光”
协会、 仁爱公益、“好人志愿服务队”、
“爱心车队”等公益组织，关注孤寡老
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贫困学生等
群体，参与很多次志愿服务活动。

2017 年，赵显生通过共青团和县
县委了解到大学生徐永 （化名 ）家庭
十分贫困，就决定长期资助该学生上
学，每年为该生提供 3000 元的学费。
后来赵显生又先后资助 2 名贫困大
学生。 “如今徐同学已经毕业。虽然素
昧谋面 ，我们两个互不相识 ，但是能
资助他完成学业，我真的感到快乐和
骄傲。 ”赵显生说。 粗略统计，参与公
益事业以来，赵显生帮助贫困学生和
留守儿童等群体，共花费 3 万多元。

“我决定在离世后将遗体捐给社
会，供医学研究，如器官有用，捐献给
受供者， 让生命得到延续……”2019
年 4 月，赵显生在《安徽省志愿捐献遗
体登记表》 上， 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
字。他觉得，将来去世后捐献自己的遗
体，能为社会作贡献，为患者造福音，
是他人生中一件幸福的事情。

“爱心车队” 永不言退

“赵师傅十几年坚持学雷锋，奉
献社会，比我们付出的都多，是很出色
的出租车司机。 ”提到“好的哥”赵显
生，和县“爱心车队”队长蒋蜀竖起大
拇指。 2012 年赵显生转行成为一名出
租车司机， 热心公益事业的他很快成
为“爱心车队”不可缺少的一员。 “车队
分为 6 个组，老赵是党员又是组长，平
时自我要求最严格， 为车队和行业树
立了‘标杆’。 ”和县“爱心车队”党支部
书记张正友告诉记者。

和县“爱心车队”成立于 2013 年，
目前有 36 名成员。他们大都是和县本
地的出租车司机。 从最早的 “爱心送
考”到“冬送温暖，夏送清凉”以及参与
防汛抗洪、疫情防控，多年来“爱心车
队”开展了扶老助残、帮困解难、免费
接送等主题志愿帮扶活动， 而每一项
活动都少不了赵显生。 “赵老师积极、
热情，参加志愿服务的经验丰富，信息
渠道广，知道哪些人遇到了困难，哪里
需要帮助。 他年龄最大， 还坚持学雷
锋，奉献社会。 ”的哥昂朝军是赵显生

的老朋友。作为车队的一员，他眼中的
赵显生是车队志愿服务活动的“灵魂”
人物。

2014 年“爱心车队”了解到，乌江
镇某村村民黄超刚（化名）年仅 23 岁
的女儿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 每个星
期需要到南京化疗， 来回的包车费用
使这个已经负担高额医疗费的普通家
庭雪上加霜。 “由于白血病患者对环境
卫生有较高的要求， 所以每次化疗都
要包车。 我们爱心车队决定无偿为其
提供接送服务。 ”蒋蜀说，这场“爱心接
力” 一直延续到女孩病情得到控制。
“这样的爱心活动当然少不了老赵。他
每次最认真， 出车前一天就早早地把
车子里里外外收拾干净。 从县城开到
村里再到南京，来回就是 4 个小时，老
赵从来不喊苦喊累。 他还鼓励其他队
员要坚持，把爱心接力下去。 ”蒋蜀说。

最近，“爱心车队” 正在谋划着 3
月份的慰问活动。自成立以来，车队每
年 3 月 5 日学雷锋日， 都会满载着队
员们自掏腰包购买的物品去看望敬老
院的老人， 而这一次将是赵显生作为
出租车司机参加的最后一次。 因为今
年 3 月过后，他年满 60 岁，将正式退
休，离开他心爱的出租车。 “虽然离开
车子，但是退休不退岗，后面我将以普
通居民的身份留在‘爱心车队’，并一
如既往地参与公益事业。 ”赵显生说。

“好人效应” 发扬光大

今年春节前夕， 赵显生等爱心人
士来到乌江镇金马村范秋恩家中，送
去米面油和牛奶 。 他个人还带去了
1000 元慰问金。 今年 15 岁的范秋恩
父亲早逝，母亲、祖母都患病在身，只
有祖父负担着整个家庭， 经济十分困
难。得知情况后，赵显生把小范作为自
己长期资助的对象，每年都去看望他，
并送去慰问金。与往年不同，今年与赵
显生同去的，还有赵显生的孙子，年仅
13 岁的赵君豪。 小君豪将家人提前给
他的压岁钱 500 元带给了小范一家。
“他多次央求我带他参加志愿服务。我
想他参与这类活动， 能多了解一点社
会，学会助人，学会感恩。 ”赵显生动情
地说，“我能够多年参与公益活动，离
不开家人的支持。 ”

十几年坚持做公益， 赵显生获得

过许多荣誉，成为和县家喻户晓的“公
益达人”， 其事迹感染了许多人。 “90
后”小伙张东就是其中一个。 去年，在
外地做生意的张东通过朋友圈看到赵
显生资助贫困学生、 帮扶孤寡老人、
参与疫情防控等诸多事迹后，也萌发
了参与公益事业的念头。 他在朋友圈
将这些事迹转发，并表达了自己的想
法，很快得到许多爱心人士回应。 于
是，张东牵头成立了以扶贫助老为活
动目标的公益组织“仁爱公益”。 “在
组织创办注册过程中，赵老师给我们
提供了很多帮助，还对我们的活动给
予长期指导。 ”张东介绍，“仁爱公益”
已有 90 多名成员， 他们大多数都看
到过赵显生的事迹。

“赵老师投身公益事业，已经不局
限于某一个公益组织。 他个人组织的
公益活动也有很多。 ”作为老朋友，昂
朝军早已被赵显生“圈粉”。 他还在赵
显生的推荐下加入“一束光”协会，关
注贫困学生的教育问题。 “赵老师的好
人效应感染着很多人。 他到哪里参加
志愿服务，都能喊到一批人参加。 ”昂
朝军说。

虽然年届花甲，即将退休，但赵显
生表示将继续走公益之路， 并希望带
动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
中，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手记·

须发斑白，热情洋溢，这是
60 岁的赵显生给记者的第一
印象。

无偿献血、 捐资助学、爱
心送考、志愿捐献遗体……10
多年来，他把公益事业当成了
毕生追求，带动并影响着众多
志愿者，不仅为受助者送去了
福音，而且也给自己带来了快
乐。 心中有爱的他，活出了生
命的光彩！

如今 ， 雷锋精神蔚然成
风，志愿服务深入人心。 奉献
他人 ，造福社会 ，正成为越来
越多的人的共识和行动。

花甲老人创办农耕文化馆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杨秋秋

“爷爷，这是什么呀？”春节期间，泗县瓦
坊乡王集村的农耕文化馆迎来了可爱的小
朋友。胶轮车、板车、犁、耙、磙子等农耕老物
件，引发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也勾起了家长
们对过去生活的回忆。

“现在种地机械化了，这些老物件是几
辈人的记忆， 无声地记录了乡村的变迁，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乡愁。”王集村年过六旬的
朱其美老人说，正是为了存下记忆、留住乡
愁，他才有了建造农耕文化馆的想法。

“这个展览馆分两层，楼下是农耕时代
的大型农具， 楼上是农耕文化生活的小物
件。我手边这个叫水磨，以前，米、小麦、黄豆
就靠这个研磨成粉或浆……”朱其美老人一
边向参观者介绍，一边动手操作示范过去民
间磨豆腐的过程。

2008 年， 朱其美所在的泗县瓦坊乡小
冒村，作为全乡美好乡村示范点开始实施整
村搬迁。村民们拆除旧房子搬进乡里统一建
造的新民居，很多传统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
的牛槽、石碾、马灯之类的生产生活用品被
丢弃了，朱其美觉得很可惜，便产生了收藏
这些农耕老物件的念头。

“如今赶上好时代，大家生活好了，到处
在建设美好新农村。 但是，建设新农村过程

中，农耕文化需要留存下来。 为了留住乡村
历史， 俺要建个馆， 把这些老物件保留下
来。 ”朱其美说，2009 年，他下定决心不惜代
价收集记录农耕文化的老物件。

那几年， 老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只
要看见谁家还有留存下来的老物件，哪怕是
一双草鞋、一件蓑衣，都会反复登门，与村民
磨嘴皮索购。走得多了、聊得开了，远近庄子
里越来越多的人乐意主动跟他联系，向他提
供线索，并帮他收集、整理。有了更多人的理
解与支持，朱其美收集老物件、创办农耕馆
的信心更足了。 十余年来，他为农耕文化的
挖掘与整理奔波忙碌，乐此不疲。

近年来， 老朱收集到近 200 件展品，瓦
坊乡党委还和王集村“两委”协商，将王集村
老村部无偿提供给老朱做展馆使用，王集村
农耕文化馆就这样顺利诞生了。

“这个农耕文化馆能让下一代看到老一
辈人当年的生产生活场景， 感受时代的变
迁， 感恩新时代新生活的幸福， 非常有意
义。 ”带着孙子前来参观的王大爷深有感触
地说。

“新年新气象。今年，俺想为馆内新增加
的展品配上文字解说，还想把俺们村庄的沧
桑巨变制作成视频播发，直观地展现村庄的
变迁，以激励人们珍惜美好生活、创造幸福
生活。”朱其美的言语之间，充满着对未来美
好生活的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