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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向善 发挥榜样作用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8 月 4 日，淮北市举行 2022 年身边好人“看淮北”礼遇关爱活
动，该市组织 20 余名身边好人参观美丽乡村、高新技术企业、文旅
产业以及淮北市档案馆和城市展示馆。

“我们以身边好人可亲可近、可学可比的鲜活故事，感染人、鼓
舞人、带动人，引导广大群众参与家园建设和管理，自觉向好人看
齐，与文明同行。 ”淮北市文明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淮北市充分发挥道德典型的榜样引领作用，以推荐评选
身边好人为抓手，完善“发现好人、推荐好人、崇尚好人、争当好人”的
道德机制建设，全民参与，选树源于基层、来自身边，覆盖各层面、各群
体的先进典型，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的强大正能量。

淮北市积极探索市、县（区）、街道（乡镇）、社区（村）、楼道
（村组）逐层推荐的“五级联动”模式。 在市级评选阶段，“淮北
好人”评选活动组委会对各县（市、区）推荐的先进典型进行
严格评议，通过媒体公示、群众投票、组委会审议等三大环
节，确定“淮北好人”典型代表。 这种层层推荐评选身边好
人的工作机制，扩大了身边好人活动的知晓率、支持率、
参与率，培育了“人人学好人、人人当好人”的文明新风。

淮北市坚持“德者有得、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
创新推行六重礼遇褒奖“身边好人”，充分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促进市民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
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六重礼遇包括注重职
业发展礼遇、落实医疗保健礼遇、实现公交出行礼遇、
落实走访慰问礼遇、推动重大活动礼遇、完善宣传表
彰礼遇。 以落实医疗保健礼遇为例，淮北市连续 8 年为
省级以上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免费体检 950 余人次。

凡人善举层出不穷，崇德向善蔚然成风。 如今，淮北这
座不到 200 万人口的小城，上榜“中国好人”的人数多达 173
名，居全国前列；入选人数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居全国前列。

选树好人 引领文明新风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的回信令人振奋，我深受鼓舞。 ”8
月 14 日，“中国好人”、蒙城一中教师董思记告诉记者，今后将继续
发挥榜样作用，在三尺讲台上坚守初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近年来，蒙城县打造“君子之乡 好人蒙城”特色品牌，深入推进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市民文明素质明显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
高，涌现出了一大批彰显传统美德、体现先进精神的道德榜样。 截至
今年 8 月，该县先后有 57 人获评“中国好人”，8 人获评安徽省道德
模范及提名，51 人获评“安徽好人”，被誉为“中国好人第一县”。

“五级”评选“好人”，夯实“好人”基础。 亳州市开展“五级好人”
评选，评选“小区（自然村）好人”“社区（行政村）好人”“街道（乡镇）
好人”“县（区）级好人”和“亳州好人”，在层层把关和调查之下，既向
全社会宣传“好人”、彰显美德，又为申报“安徽好人”“中国好人”和
全国道德模范夯实了基础，保证了好人好事真实真切，经得起推敲。

宣传大张旗鼓，“好人”走近身边。在蒙城县博物馆四楼有一个
单独的展馆———“好人”馆，蒙城县委宣传部部长熊笑天告诉记者，
“好人”馆以照片、雕塑、影片等艺术作品，多角度展示身边好人的
事迹和风采。

“蒙城县连续 7 年开展‘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事迹进乡村’活
动，充分利用好人事迹宣讲团、报告会、道德讲堂等形式，让好人
事迹走进村镇、社区、学校、机关，释放‘好人效应’。 ”熊笑天说。

亳州市制定相关活动方案和宣传读本， 对全市 400 多名基层
宣讲员定期培训，2015 年 7 月至今， 宣讲员们在全市 1260 个村、
90 个居委会向基层群众进行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先进事迹宣讲
近万场（次），惠及 50 多万个家庭、300 余万人次。

“好人”要有“好报”，人人争做“好人”。早在 2015 年，亳州市就
出台了《礼遇、帮扶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实施意见》，该市财政已累
计发放“好人”奖励金 600 余万元，同时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险、就
业创业及困难救济等方面给予礼遇。

截至目前， 亳州市累计获评 “中国好人”188 人、“安徽好人”
159 人。

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 本报记者 吴江海

8 月 13 日 ， 习近平总书记给黄山风景区工作人
员李培生 、胡晓春回信 ，在黄山市社会各界引发强烈
反响。 当地干部群众一致表示，将牢记总书记的殷切
嘱托 ，树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积极传
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
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总书记的回信，体现了对黄山迎客松的深厚感情，
体现了对黄山保护工作的高度关注，更是对黄山市生态
文明建设工作的最大认可和充分肯定。这是黄山市上下
最光荣、最高兴、最激动的大事，是黄山的殊荣。”黄山市

委书记凌云表示，将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作为全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
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等重要
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喜迎党的二十大结合起
来，深刻领会总书记回信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切实
把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怀转化为永远听党话、 跟党走、
感党恩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激励更多的黄山人在平
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确保总书记重要回信
精神在黄山大地落地生根。

黄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朱永胜说 ，
近年来 ，黄山市层层选树 、落实关怀礼遇 、广泛宣传 ，
涌现出 “中国好人”91 名、“安徽好人”131 人。 同时 ，

打造黄山先进人物馆 ，成立黄山好人联盟 ，让道德模
范和身边 “好人 ”成为 “看得见 、摸得着 、学得会 ”的道
德标杆，崇德尚善、见贤思齐在黄山大地蔚然成风。

“绿色是生态文明的底色 ，也是黄山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能。”黄山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程烈光说，黄山市
正聚焦高标准建设生态型 、国际化 、世界级休闲旅游
度假目的地城市目标， 努力打造全国最干净城市 、最
美丽乡村 、最美风景线 ，要结合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
重要回信精神，巩固全国首个跨省流域新安江生态补
偿机制试点成果， 加快建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补偿
试验区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 “常治 ”到 “长治 ”，切实
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落实在黄山大地上。

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
■ 本报记者 吴江海

“你们长年在山崖间清洁环境，日复一日呵护着千
年迎客松，用心用情守护美丽的黄山，充分体现了敬业
奉献精神。 ”8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黄山风景区工
作人员李培生、胡晓春回信，在黄山风景区广大干部职
工中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牢记总书记
的殷切嘱托，守护好好山好水好生态，在平凡工作中创
造不平凡的业绩。

迎客松下，“中国好人”、第 19 任迎客松“守松人”胡
晓春分外激动：“没想到总书记在百忙之中给我们回信
了，每读一遍心里都热乎乎的，这是对我们基层工作者
的关心，也是对黄山这座世界名山的关爱。 ”

与胡晓春一道给总书记写信的李培生，是黄山风景
区的放绳工，也是一位“中国好人”。 他说，在今后工作
中，将时刻牢记总书记的教导，扎根黄山、服务黄山，把
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黄山市委常委、黄山风景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副

主任叶建强说，总书记的重要回信，不仅是李培生、胡晓
春两位同志的崇高荣誉，也是平凡岗位上广大劳动者的
无上荣光，必将成为引领黄山风景区精神文明建设和高
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黄山风景区将迅速掀起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的热潮，努力做到学懂
弄通做实， 确保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在景区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与李培生搭档作业的环卫工程国伟说，我们将学习
身边的榜样，争做中国好人、争当时代新人，以山为家、
与路为友，宁脏一人、不污一处，用心用情守护好黄山这
片绿水青山，为建设美丽中国发挥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守松人”胡晓春：
像守护亲人一样守护迎客松

■ 本报记者 张岳

“老爷子 ，总书记给咱们回信
了，您高兴吗？ 我真是太激动了！ ”
8 月 13 日下午， 胡晓春站在迎客
松前 ，在心里默默跟 “他 ”说起了
“悄悄话 ”， 脸上浮现出开心又憨
厚的笑容。 当记者问起原因，胡晓
春才吐露了心声。

作为第 19 任 “守松人 ”，胡晓
春早已把迎客松当成尊敬的长辈，
人前人后都称之为“老爷子”。

“对我来说 ，迎客松不单单是
一棵树，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总
书记嘱托我要守护千年迎客松 ，
我一定不负使命 ， 全力以赴让迎
客松延年益寿 ，广迎四海宾朋 。 ”
胡晓春说。

一个人守护一棵松，一守守了
12 年。

胡晓春有天生的 “迎客松情
结”。 他出生在黄山脚下的谭家桥
镇，2006 年从部队退伍回到家乡，
应聘到黄山风景区成为一名防火
队员。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迎客松，是
2008 年的那场大雪。 从那时起，我
的命运和迎客松紧紧地拴在一起。”
胡晓春回忆说。 2008 年 1 月 28 日
晚上， 胡晓春和近百名应急小分队
队员打着手电筒，扛着八九米长、重
约百斤的毛竹，蹚着没膝的积雪，深
一脚、浅一脚地顺着模糊的石阶，往
海拔 1670 多米的玉屏楼攀爬。

与时间赛跑、 与风雪抗争，历
经 4 天艰辛，他们完成了对所有古
树名木的支撑保护 。 暴雪如期而
至，看着迎客松安然无恙地挺立在
青狮石旁，在冰雪中张开苍劲臂膀
迎接四方游客，胡晓春心头涌上无

限的喜悦和激动。
2010 年 7 月，胡晓春光荣地成

为了迎客松第 19 任 “守松人”，开
始了一个人一棵树的相伴相知生
活。 在迎客松旁边的“守松人”工作
室，一张简易床、一副桌椅、一台监
控电脑和一些监测工具，是他在山
上的全部家当。

当班每天雷打不动地 2 小时
一次巡检 ，主动向老同事学习 ，向
技术专家请教 ， 在实践中积累知
识……胡晓春很快掌握了迎客松
守护、保护基本工作要领。

他写了 60 多本迎客松日记 。
这些日记记录着迎客 松 开 花 时
间、新梢头萌发时间 、更换松针时
间及恶劣天气的应急应对保护方
案等情况 。 “每次撰写这些日记 ，
就像我与迎客松的一次交谈 ，这
就是一棵树与一个人的谈话。 ”胡
晓春笑着说。

一年 365 天 ， 胡晓春有超过
300 天住在山上，朝夕与迎客松为
伴，不曾有丝毫懈怠。

没有开过一次家长会 ， 没有
陪孩子过一个儿童节 ， 没有好好
陪伴父母……每当想家 、 想亲人
的时候 ， 胡晓春都会站在迎客松
下 ，仰望着满天繁星 ，向迎客松倾
诉自己的思念 。

“守护迎客松是我的幸运和幸
福，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值得骄
傲的身份———守松人。 ”胡晓春说。

守住一棵树，守住一颗心。胡晓
春守住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恒心，
也守住了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迎难
而上的决心。 2019 年，胡晓春获得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20 年 11
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去年，
他当选“中国好人”。

“放绳工”李培生：
“飞檐走壁”换黄山洁净如洗

■ 本报记者 张岳

“看！ 蜘蛛侠！ ”一位小孩在黄
山莲花峰下惊呼 ， 游人纷纷举起
手机拍照。 画面中 ，头顶安全帽 、
身穿黄马甲 、 腰捆登山绳的李培
生正 “飞檐走壁 ”，只见他双脚稳
稳地蹬在岩体上 ， 双手牢牢抓住
岩石凸起部分 ， 不断变化着身姿
保持平衡 ， 不时捡起山崖杂草中
的垃圾。

8 月 13 日下午 4 时许， 峭壁
在太阳的照射下变得滚烫。 豆大的
汗珠从李培生的额头冒出来，嘴唇
上也起了一层薄薄的白皮。 “有点
累 ， 稍微歇一下再放绳 ， 再接着
干。 ”李培生喘着粗气说。

暑假期间，黄山风景区迎来客
流高峰，当天接待游客超过 2 万人。
为了保持黄山干净整洁， 李培生和
他的同事们加大放绳频率， 每次放
绳时间 30 分钟左右，一天在悬崖上
要捡拾垃圾 20 多斤。

行走 、弯腰 、捡垃圾……李培
生每天平均在黄山之巅台阶上走
10 多公里，在悬崖放绳上下 10 余
次，累计放绳 500 米；25 年来放绳
高度达 1800 公里 ，相当于攀爬了
200 次珠穆朗玛峰。

在万丈悬崖上如履平地，在云
雾缭绕间“飞檐走壁”，李培生犹如
穿梭山间的“蜘蛛侠”。

“蜘蛛侠 ”并非天生会攀岩 ，
而是经受了千锤百炼。 1997 年，
李培生成为黄山风景区一名
检票工 ， 后来转岗至玉屏环

卫所从事保洁工作 ， 并自愿加入
了放绳队伍。

“我的老家在无为 ，我是在水
边长大的，第一次放绳时双腿不听
使唤直打哆嗦，双手颤抖着翻过栏
杆 ，过了很久才咬牙下去……”李
培生笑着说 。 他好不容易挪动脚
步 ， 没想到脚底打滑一下子狠狠
撞在岩石上 ， 尽管全身都穿戴着
防护用品 ， 但那份疼痛至今依然
刻骨铭心！

不怕危险 、 乐观坚强的李培
生，一逢年过节就心事重重。 本该
与家人团聚的节假日往往是旅游
高峰期， 也是李培生最忙的时候，
每年他都只能在旅游淡季才能回
家看一看。

“我曾经劝过他换份工作 ，但
是他说危险的工作总要有人干 ，
而且他热爱黄山 ， 要永远扎根黄
山、服务黄山。 ”妻子王翠霞说。

以山为家，以路为友。25 年来，
李培生看遍了黄山的四时之景，熟
悉这里的一草一木 ，“闭着眼睛都
能摸出一条路来”， 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2012
年，他当选“中国好人 ”，2017 年被
评为安徽省劳动模范等。

“现在游客多了 ，但随手乱扔
垃圾的现象少了，因为大家的素质
越来越高了。 ”李培生说。

游客用文明尊重黄山之美，李
培生用坚守守护黄山之美。 像李培
生这样的放绳工，黄山风景区共有
18 人，他们日复一日肩挎绳索，“飞
檐走壁”，只为黄山洁净如洗。

荩 在马鞍山市和县卜陈村
“留守未成年人之家”，“全国
道德模范”“中国好人” 叶连
平老师（左）与全国公安系统
二级英雄模范 、“中国好人 ”
杜昌来， 围绕交通安全这一
主题对留守学生进行教育 ，
增强学生安全意识， 提升自
我保护能力。 （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 秦祖泉 摄

茛 图为安徽好人馆。 （资
料图片）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