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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朴实的昭通巧家汉子没有豪言壮
语，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他
无微不至照顾残疾的妻子20多年，悉心照顾
瘫痪在床的岳母5年；他用一己之力撑起一个
残缺破碎的家庭，在当地传为佳话。2024年2
月2日，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宁州街道茂地村
委会茂地村民小组芶大荣入选2023年第四批
孝老爱亲“云南好人”。

照顾残疾妻子20余载

1972年1月，芶大荣出生在昭通市巧家县老
店镇团林堡村，他家有兄妹五个。14岁时，母亲不
幸因病去世，父亲一人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艰
难度日。为了生活，1992年，芶大荣从老家林堡村
到华宁县茂地村委会茂地村小组务工。

茂地村离华宁县城17公里，芶大荣很快就
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在务工期间，经村民张会仙
介绍，芶大荣认识了该村的女青年李英。李英两
岁时因生病落下终身的肢体二级残疾，走路只
能蹲着用手拄着脚踝走，只能完成基本的穿衣、

吃饭、洗漱等简单的小事，无法干农活。1998年，
芶大荣与李英组建家庭。当时，李英还有3个妹
妹未婚，其中1个正在上大学，连同岳父母就是
一个9人的大家庭。面对这样一个大家庭，芶大
荣肩负起家庭重任，他一边搞好生产、就近务
工，一边照顾残疾的妻子。

悉心照顾岳母，无微不至显担当

2008年，岳母施美英被查出患有子宫肌
瘤，严重威胁生命，急需进行手术。得知病情，
芶大荣把岳母送进了玉溪市人民医院治疗，
治病期间，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2018
年，岳母又突发脑梗，被送入华宁县人民医院
住院治疗，出院后由于行动不便，导致大腿摔
断，经多次治疗，也只能瘫痪在床。

岳母病卧在床后，芶大荣不仅要做田地
里的农活，每天还要坚持给岳母喂水喂饭、端
屎端尿，还要经常帮岳母洗澡、换洗衣服被
褥，他从无怨言。在岳母卧床的几年里，无论
春夏秋冬，老人的衣服被褥都洗的干干净净。

扬孝道传佳话，平凡事迹美名扬

2017年，按照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
的要求，当地政府为芶大荣家解决了安全住
房问题。现在由于家庭情况特殊，结合民政部
门相关政策将一家四口人纳入农村低保。

茂地村村民小组长赵慧兼任着村委会妇
女主任，对他家情况了如指掌，考虑到芶大荣
家的实际情况，村上想着让他负责打扫村子
的卫生。“做村子的保洁员每月工资有 800
元，一年也有将近一万元的收入。这笔钱对于
他们这样因病致贫的家庭是能解决不少问题
的。”赵慧说，“但被大荣婉言谢绝了。”他表
示，“为了照顾她们母女俩，还要忙田地的活
计，我实在抽不出空来，不能因我影响了村子
的环境卫生，辜负了村里对我的信任。”

茂地村党总支书记、主任李翠萍说：“芶大
荣这些年实在不容易，勤劳苦干，任劳任怨，要
是没有他，他们这个家早就垮了，他是我们村所
有人学习的榜样，是孝老爱亲的典范。”

十年间，张家禄一心一意照顾植物人妻
子的事迹，在江西省泰和县马市镇江滨村传
为佳话。

遭遇不幸，倔强汉子坚强面对

2014年 3月，张家禄夫妻俩外出途中不
幸发生车祸，张家禄四根肋骨骨折，脾脏被切
除，而妻子王丽芬脑部受伤严重当场昏迷，直
接被送进了ICU病房。住院一年整，自家和娘
家的亲人，为照顾这个家庭，个个使尽力气，
该帮的帮了，该做的做了。在妻子的娘家无奈
想要放弃治疗时，张家禄把妻子接回家，自己
照顾！而这一照顾，就是10年。

以前妻子健康的时候，张家禄每年上半
年在家协助能干的妻子种好自家责任田，下
半年农活不忙，他就会外出务工，赚点零钱以

济家用。妻子受伤后，他哪儿也去不了，为了
减轻孩子们的负担，他默默地承包了10亩水
田，每天伺候完妻子、打扫好卫生，得空就在
自家的田里劳作。十年来，就这样一个人，家
里、田里两不误，样样照料得一丝不苟。

不离不弃，用爱兑现初心誓言

事故后的3600多个日日夜夜，张家禄单
薄的肩膀独力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因为每天都
要每2个小时为妻子翻身和换尿片，他不能去
很远的地方更不能出去很长时间，所以只能以
十亩耕地谋生。妻子每天要吃5次流食，他按时
喂给她。他还总是把屋内院内收拾得干净整
齐，仿佛在随时等着妻子苏醒。张家禄说：“只
要她还有一口气，我一定会负责到底！”

张家禄说他的妻子是一个很爱干净的

人，他按时为妻子翻身、按摩和擦洗，妻子这
些年来从来没生过一次褥疮。江滨村党支部
书记罗小林说：“张家禄内心很强大，吃再多
苦，受再多累，从不叫苦。他这种精神，我们村
民们都很敬佩他。”

不厌其烦，细心照顾相伴如初

有人问张家禄，这么多年一直这样守着
妻子，是否会觉得厌烦？他迅速而断然地回答
不会。忙碌着干活的张家禄是轻松的，这样他
就没空去想那些幸福的过往。可是只要一闲
下来，妻子王丽芬的笑声和身影就钻进了脑
海，挥之不去。张家禄对病妻的爱感天动地，
演绎了一段真情如歌的佳话，谱写了一曲“相
濡以沫”之歌，成为全社会学习效仿的榜样。
他先后获评“吉安好人”“江西好人”等称号。

青海格尔木市：
共建共治共享

让文明出行融入日常
◎ 张金凤

近年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
市多措并举，综合施策，不断增强广大交通参与者的
安全意识，提升安全防护水平，营造共建共治共享道
路交通的良好氛围，让文明出行融入日常生活。

近期，格尔木市交警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向市
民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在市区主要路口、学校、社区
等显眼位置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彩页、摆放宣
传展板，提醒广大市民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同
时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严查酒驾、超速、闯红灯等
交通违法行为。结合“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采
取“教育＋劝导＋宣传”工作模式，借助“村BA”平
台，开展农村“大喇叭”文明交通宣传活动，唱响交
通安全主旋律。

为了提高市民的参与度，格尔木市组织红马
甲志愿者上路协助交警疏导交通，维护交通秩
序，劝导不文明交通行为，传递“文明出行从我做
起”的正能量。

斑马线不仅是生命的“安全线”，也是一座城市
的“文明线”。近年来，为更好建立行人与车辆、驾驶
员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格尔木市交警部门大力倡
导“礼让斑马线”交通文明行为，提倡行人、驾驶人斑
马线前互动礼让，营造“车辆自觉礼让，行人主动律
己”的城市交通环境氛围。

行走在格尔木大街小巷，人们深切感受到文明
交通、安全出行蔚然成风，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等
交通违法行为明显减少，无论是主干道还是次干
道，人车各行其道，一辆辆机动车遵守交通规则、礼
让行人，非机动车驾乘人员戴好头盔，按序行驶。

市民刘先生说：“现在格尔木的交通秩序越
来越好了，大家的素质也普遍提高了，车会让
人，人也不闯红灯，交通秩序大有改善，全民素
质都在提高，这也和交警平时的教育引导是分
不开的。还有红马甲志愿者的协助，让整个城市
的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文明出行是一座城市最直接的文明窗口，文
明交通在格尔木蔚然成风，流动的文明因子正跳
跃在城市的每一个细胞中。

成都市成华区
外卖小哥拾金不昧
获评“四川好人”

◎ 成华宣

韩佳兴是一名LED显示屏销售员，
平时也会兼职送外卖。2023 年 10 月 11
日，他在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中路一
商铺取外卖订单时，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车筐里有一只手提袋，取完订单回来看
见袋子仍在原处，韩佳兴担心是有人遗
失了物品，打开一看，里面竟是厚厚的十
几沓百元大钞。面对巨额现金，韩佳兴没
有丝毫犹豫，立即拍照留证，并来到了最
近的派出所报了警，将装有现金的袋子
交给了警察。待找到失主以后，他才放下
心来。

尽管送外卖只是韩佳兴的兼职工作，
他也十分用心地对待。无论是炎热的夏天
还是寒冷的冬天，无论遇到多么恶劣的天
气条件，他都会准时准点将餐食送到顾客
手中。每次给顾客送完餐后，临走时，他总
会贴心地帮顾客把垃圾带下楼。他在服务
中周到的点滴细节时常让顾客感动，他也
因此广受好评。

诚实守信、助人为乐、拾金不昧……
这些美好品德对韩佳兴来说并不是一时
一事，而是他成长过程中一直遵循的人
生准则。“我的父母时常告诉我，无论在
什么情况下，都要真诚待人，要说实话，
他们的教育使我明白，诚实守信是人与
人之间建立信任和良好关系的基石。”韩
佳兴把从小父母就教导他的话铭记在了
心中，并坚持在工作和生活中身体力行。

韩佳兴拾金不昧的故事引起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称赞他的高尚品
德和诚实正直的品质。中共成都市委宣
传部、成都市文明办、成华区文明办也向
韩佳兴送上了“平凡之善卡”，对他的行
为表示赞扬。2023年 12月，韩佳兴获评
诚实守信类“四川好人”；2024年3月，韩
佳兴入选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
候选人。

贵州台江县：
“护学行动”保障文明交通

◎ 唐光新吴红梅

春季开学以来，贵州省台江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结合辖区实际，全面筑牢校园交通安全屏障，为
广大师生的出行提供良好的道路通行环境。

开学前，台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立足工作实
际，科学评估校园周边交通状况，通过制定护校
安园工作方案，在各中小学、幼儿园上学、放学时
段设置“护学岗”，确保上学、放学期间校园师生
安全。春季开学以来，采取“高峰勤务+护学岗”
警务模式，在城区中小学校实行“一校多警”护
学模式，要求护学岗民警辅警在早、中、晚上下学
时段加强校园门前及周边路口的交通巡逻和指
挥，并安排警力加大对学校周边道路的巡逻，确
保学校及周边道路交通井然有序，不发生严重交
通拥堵，不发生涉及师生的交通安全事故，切实
做好学校上下学高峰时段秩序维护及交通疏导，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针对学校上下学道路交通特点，该大队在校
园门口或周边路口安排警力引导学生安全过马
路，对过往车辆进行有效指挥疏导，对需临时停
放的接送车辆，民警会科学引导至临时停车泊位
处停放，避免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和交通拥堵。该
大队还组织警力对校园周边交通易堵、事故易发
区域加强巡逻管控，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提醒驾驶人小心谨慎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切实
保障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安全，坚决杜绝涉校交通
事故发生。此外，在校园周边路段大力开展秩序
整治行动，严厉查处不戴头盔、不按规定车道行
驶、不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对乱停乱放、逆
行、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重点整治。对校园周边
摆摊设点、违法占道、非法营运等影响道路交通
安全的乱象，该大队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强力
整治，有效净化校园周边交通环境。

同时，大队开展校车治理和隐患排查工作，
最大限度消除交通安全隐患，改善校园周边道
路交通环境。大队组织警力进行了全面排查，详
细掌握辖区校车及接送学生车辆数量、运行时
间、行驶路线、接送方式、车辆所有人、驾驶人信
息等基本情况，坚决杜绝“问题司机”“问题车
辆”上路接送学生。大队还推行“一校一方案”，
以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切入点，对辖区所
有中小学校周边道路进行再排查，做到不留盲
区、不留死角，确保隐患排查到位。对排查中发
现的交通标志、安全防护设施缺失、损坏等安全
隐患进行详细登记，向相关部门报告，督促加以
整改，最大限度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各校园周边
标志标牌设置清晰、道路路面完好，减少校园周
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此外，大队组织民辅警走进校园开展“交通安
全第一课”宣传活动，提高“知危险、会避险”自我
防护能力，确保自身交通安全防范意识。结合辖区
中小学生对交通安全的认知以及学生身心特点，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们讲解了日常出行容
易出现的交通违法行为，教育和引导同学们要遵
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增强自我安全意识和保护
意识，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

3月15日，四川省华蓥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和人武部联合在红色文化教育
基地红岩广场的“华蓥山游击队群雕”
前，举办“2024 年春季预征新兵役前教
育”活动，邀请退役老兵张昌仁和华蓥
籍开国中将毕占云生平事迹展陈馆的
工作人员，向 50 多名预征新兵进行革
命传统教育，引导新兵传承红色基因，
无私奉献，忠心报国，迈好“军旅第一
步”，把个人梦融入强军梦、强国梦。图
为华蓥市退役老兵张昌仁给预征新兵
讲述华蓥山游击队的故事和自己的军
旅生涯。 邱海鹰 摄

廿余载不离不弃兑现爱的誓言
◎ 玉溪文

十年守候只为爱
◎ 王和晓李勇

文明养犬，不仅体现一个公民的良好素
质，也展示了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更考验着
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水平。为不断提升市民文
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近年来，北京市石景山区多措并举，扎实推进
文明养犬工作，让全区“文明养犬”蔚然成风。

专项治理筑牢安全责任

为倡导市民群众依法养犬、文明养犬，共
同打造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石景山区公安分
局治安支队联合属地派出所，通过“日常化宣
传+不定期巡查+常态化劝导”等相结合的方
式，全方位开展文明养犬的专项治理活动，全
力打造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同时，还深入推
进养犬管理APP高效运行，实现养犬居民足不
出户，即可“一站式”办理“犬证办理、犬证年
检、养犬管理”等相关业务，进一步提升了养犬
居民的幸福感。

同时，市场监管局组织全区宠物用品销售
单位依托本单位会员开展文明养犬宣传；卫
健委组织全区宠物医疗机构开展犬只免疫宣
传；住建委组织全区物业公司，设立文明养犬

宣传专栏，并利用电子显示屏、宣传橱窗等多
种渠道，持续滚动开展文明养犬宣传。

此外，全区紧盯民意诉求，解决不拴犬链
溜犬、养犬扰民和违法饲养大型犬等重点突
出问题，消除违法养犬人侥幸心理，提升文明
养犬的自觉性，最大限度减少违法养犬行为；
紧盯重点区域，细致梳理分析无主犬分布点
位，强化无主犬收置力度；紧盯涉犬警情 联合
多家单位共同开展养犬登记、涉犬管理检查
等工作，常态化巡逻巡视、宣传劝导，持续推
进文明养犬工作，营造文明养犬宜居环境。

主题宣传强化文明意识

老山街道十一号院社区举办“文明养犬 从
我做起”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
养犬规定和相关常识，解答了现场居民关于登
记办证、接种疫苗等方面的问题。志愿者刘阿
姨普及了文明养犬知识，号召大家遵守文明养
犬管理规定，避免因不牵绳遛狗等不文明养犬
行为造成纠纷；鲁谷街道开展了文明养犬主题
宣传进楼宇活动，为宠物主人提供了发放犬
牌、宠物义诊、宠物市集等服务内容，并普及了

文明养犬相关政策；五里坨街道开展文明养犬
宣传活动，向辖区居民和养犬者发放了遛狗
绳及宣传册等，面对面宣传讲解文明养犬的
相关知识及注意事项，倡议大家加强宠物管
理，爱护周边环境……为引导居民文明养犬，
石景山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明养犬主题活
动，进一步提升了石景山区市民文明养犬意
识，为大家构建了整洁有序、安全和谐的社区
文明养犬大环境。

为提升社区居民对文明养犬、科学养犬
的知晓率和支持率，石景山区多个社区打造
文明养宠“一条龙”服务，将犬证办理、卫生
防疫、宠物疫苗接种、健康知识、禁养宠物规
定等专业知识咨询“搬”到居民家门口，为社
区养犬人便捷、文明、科学养犬提供了保障。
石景山区爱宠俱乐部通过别开生面的萌宠
趣味运动会，增进社区居民与宠物之间的互
动，宣传文明养宠、科学养宠的相关知识，推
动了社区居民文明养犬的良好习惯的养成，
共同构建了社区和谐的养宠环境。此外，石
景山区还举办了“文明养犬‘益’起来”主题
亲子手绘活动，文明养犬签名活动，着力提
高大家的文明养犬意识，切实营造了文明和

谐养犬的城市环境。

宣传海报普及养犬知识

“遛狗时请牵好狗绳、给犬只戴上嘴套，避
免爱犬影响他人正常休闲娱乐，也防止爱犬
乱跑丢失。”“积极学习科学养犬相关知识，为
爱犬进行最基本的护理及训练，如不乱吠、不
扑咬生人等训练。”“人多的场合，例如上下电
梯时，小狗可抱在怀中，中小型犬拉紧狗绳，
给狗狗戴嘴套，避免误伤他人。”……为倡导
辖区居民牵好“文明绳”、养犬“不掉链”、进一
步养成文明养犬习惯，石景山区亲子志愿服
务队携手八角街道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海报
征集活动，小志愿者认真学习文明养犬规定，
充分发挥想象力，创作出一幅幅充满童趣的
文明养犬宣传海报，积极倡导文明养犬的重
要性，用实际行动践行志愿精神，做普及文明
养犬知识的宣传员。

“文明养犬，关键在人。我们倡导的不是约
束养犬行为，而是倡导犬主自我约束、自我管
理，做文明养犬人，为文明城区创建贡献力
量。”石景山区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牵好“文明绳”，养宠“不掉链”
——北京石景山区加强养犬管理助力文明城区创建

◎ 董静

传承红色基因
迈好“军旅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