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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榜样传递时代力量（下）

“好人”风采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铸就伟大。近年来，我市大力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创文明城”和“育文
明人”相融共进，深入挖掘杰出人物线索，聚集了一个个忘
我工作、踔厉奋发，在平凡生活、工作中作出不平凡事迹的

“辽源好人”。他们以榜样的力量，在各自的领域，鼓舞了
很多人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
为社会进步、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以典型为镜，向先进看齐。这些身边好人，就是一个
个可亲可敬的精神标杆，也是一面面向善向上的精神旗
帜。他们的事迹感动着人们净化自己的心灵，向社会传递
催人奋进的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姜金才是辽源市龙山区工
农乡红五星村村民。他主动帮
助同村服刑的村民抚养孩子七
年，用实际行动和一颗坦诚而又
火热的心，书写了自己博爱无私、
大情大爱的人生，用坚强的肩膀
撑起了两个孩子的天。

家住红五星一组的姜金才夫
妇是一对朴实善良的农民。红五
星村有一个老陈头，儿子儿媳都在
监狱服刑，留下一对儿女由老陈和
老伴抚养。积劳成疾的老陈和孩
子的姥姥、姥爷都相继离世，抚养
孩子的重任落在了奶奶一个人的
肩上。姜金才夫妇看着年迈的老
人和可怜的孩子举步维艰，便经常
帮忙干些农活儿，照顾老人和孩
子。2016年，两个孩子的奶奶带
着遗憾也与世长辞了，按照政策，
父母服刑子女由政府孤儿院代为
抚养。姜金才从小看着两个孩子
长大，不忍心看着孩子到陌生的环
境生活，便主动提出抚养孩子。当
地政府也给予了相应的资金帮扶，
当时的男孩儿陈天泽9岁，女孩儿
曹雅淇只有3岁。

多年来姜金财夫妇倾尽所
有抚养两个孩子，很少跟孩子提
及收养的事情，为两个孩子提供
了一个温暖的家。姜金才自己

苦了半辈子，深知读书改变命运
的道理，他多方联系，为两个孩
子办理了入学和入园手续。无
论严寒酷暑，他都会每天按时接
送孩子上下学。一件穿了几年
褪了色的上衣都不舍得换，却把
孩子打扮得体体面面的，再苦再
累他也从来没有抱怨过。疫情
开始，姜金才所从事的养殖业一
直处在困难时期，尽管这样，也没
有耽误孩子们受教育的机会。
用姜金才的话说：“我小学毕业，
没有文化，但是，孩子不能不接受
教育。我收养他们是自愿的，不
仅要让他们生存，还要尽最大的
努力让他们成才。”在姜金才夫妇
的精心呵护下，孩子的学习成绩
一直在班级名列前茅。正在服
刑的父母看到一对儿女被姜大
哥夫妇照顾得如此细致，感动得
泣不成声，表示一定在狱中好好
改造，争取早日出狱回报社会。

姜金才夫妇担起抚养两个
孩子的担子已有七年，用无私的
爱带给了两个孩子一个完整而
充满欢乐的童年，用大情大爱的
胸怀接纳他们、呵护他们。这就
是姜金才，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
义、不计个人得失、一生乐于奉献
的姜金才。

倾尽所有守护孩子成长之路

辽源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龙山大队副大队长杨
晓秋参加城市管理工作多年
来，主动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切
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用忠
诚担当和无私奉献诠释了城管
铁军精神。

做好城市管理工作需要的
是像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
心。作为城管龙山大队副大队
长，杨晓秋就像这根绣花针，负
责穿针引线、巧织密缝。“杨队
是个明白人”，这是从领导到队
员，同志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别管是大街小巷、主次干道，
辖区那哪个点位上有问题，他
都清清楚楚，张口就来，是个活
地图 ”，这与他多年的勤奋是
分不开的。他天天蹲大队、跑
辖区，脚步丈量了龙山区的角
角落落，哪里有难点问题、哪里
有焦点问题，他心里都有一本

“台账”。
创城攻坚期间，他更是兢

兢业业，每天早晨六点钟从家
出发，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家。一心扑在创建文明城市
的前沿战线上，哪里有需要就
赶到哪里。他对影响创城中的
不良行为敢说、敢做，勤于动
手、动口、动脚。他从不愿坐下
来旁观，事事亲力亲为，没事也
要到处转转。每天在街路巡
查，日行两万步是他的常态。
勤于发现问题，致力解决问题，
即便是感冒了，嗓子哑得都说
不出话来，还是坚守在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不管烈日炎炎还
是寒风酷暑，他没有和别人换

过一次班、没有落过一班岗。
在平凡的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
量。城市管理工作覆盖面广，
繁琐复杂。熟悉杨晓秋的人们
常常在街路上看见他忙碌的身
影。他带领队员开展占道经
营、门前外摆、户外广告等多项
整治工作，啃下了一个又一个

“硬骨头”。每到逢年过节，才
是杨晓秋最忙碌的时候。他已
经连续多年没有休过年假。他
总说，这个时候，城市正需要管
理，这是自己的责任。

自行政执法宜企行动开展
以来，他多次走进民营企业进
行城市管理普法宣传，与企业
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交流；践
行“721工作法”，询问企业是否
存在城市管理领域的难题，发
放业务联系卡，积极帮助企业
破解发展瓶颈，解决实际困
难。同时倾听企业的心声，征
询企业在营商环境方面遇到的
问题及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意见
建议，对商户提出的惠民促销
活动予以支持。杨晓秋常常
说，“要把辖区企业当作我们的
客人，更要当作我们的亲人。
只要是在职能范围内，不违反
原则的情况下，尽全力为企业
发展经营开绿灯，提供最优质、
高效的服务。”

这一件件小事，只是杨晓秋
日常工作中的缩影。就是凭着
对城管事业的无比热爱，他把每
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充实、默默无
闻但却始终如一，他切实把自身
的崇高信念扎扎实实付诸于为
城管事业奋斗的实践中。

坚守街路一线的“排头兵”

杨喜军是辽源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机关服务中心的一名水
暖工。在政府大院工作 30 余
年，老杨是出了名的万事通、全
能工，里里外外“一把手”。熟悉
他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一把手”
除了对工作的兢兢业业、不计得
失，还有对亲人的守护、对亲情
的诠释。

杨喜军的父亲是一名政府
机关老工人、老党员，母亲没有
工作，一直操持家务。2017年，
父亲突发脑中风，瘫痪在床。

为了照料父亲，杨喜军和爱
人白天晚上交替看护。早上起
来，他烧好热水，给老父亲擦脸、
洗手，喂过饭后去单位。白天妻
子在家，陪老父亲聊天，变着花
样做吃的。晚上杨喜军整夜陪
护、照料父亲。为了防止父亲生
褥疮，杨喜军天天都要给父亲擦
拭身体，隔三差五换洗床单，就
这样坚持了四年。2021年，老
父亲安然离世，临走时，身上没
有一块褥疮，衣服干干净净，脸
上挂着笑，走得特别安详。

杨喜军的父亲去世后，母亲
患上“帕金森”。多年来，杨喜军
和爱人一直像对待孩子一样侍
候着老母亲。母亲手抖，拿不住

东西，杨喜军和爱人就轮流给老
人喂饭、洗漱。老人晚上上厕所
自己起不来，两人每次都起床搀
扶。由于病情，一晚上往往要反
复好几次，他们都细心呵护，常年
如一日。在夫妻俩的悉心照料
下，母亲身体日渐好转。老太太
如今逢人就说：“别看我一辈子没
文化、没工作，但养了一个好儿
子，有个好儿媳，这辈子值了！”

杨喜军的二弟因患糖尿病
多年，不但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而且外债累累，下岗后又没有任
何收入来源，生活非常困难。杨
喜军虽然收入不高，但倾尽全力
帮助弟弟，透析、打车及各种生
活费用都由杨喜军负责。2017
年二弟双目失明后生活不能自
理，每天做饭、打扫卫生、洗衣
服、理发、透析等生活起居、治
疗，都是杨喜军利用业余时间照
料、打理。杨喜军的三弟在外地
打工期间车祸身亡，撇下弟媳和
孩子，杨喜军又担起了照顾弟媳
娘俩的担子，直至孩子顺利完成
学业，参加工作。

杨喜军在家中排行老大。
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老大的任务就是守着爸妈、守着
家人，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用爱撑起“一片天”

东辽县足民乡安良村驻村第
一书记张哲驻村以来，大力发展村
产业项目，带动村民致富，实现了
亮化工程全覆盖，治理了困扰村民
40余年的污水问题，建设了村文
化广场，建成了高标准农田，深受
村民爱戴。

张哲把抓好党建工作作为工
作主线，制定了安良村合格党员标
准，扎实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为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张哲千方百计寻找合作企业启动
村袜厂项目，引企业入村，日生产
量30000双。在引入东辽县众旺
养驴基地落户安良村的过程中，仅
选址一项就历时半年，前后选了四
个地方，最后通过审批。2022年8
月，养驴场顺利建成，养殖肉驴
300头以上，年出栏260头，既增加
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又带动部分村
民就业，实现了村集体产业的不断
壮大。

张哲投入大量精力协调争取
多个项目，解决了困扰村民40余
年的污水沟问题，新建了1000平
方米的文化广场；在村通讯信号
盲区建设了1处信号发射塔；修建
了1处村桥护栏；村部楼前铺设了
300平方米硬覆盖；村里安装160
盏太阳能路灯，实现了村亮化全
覆盖。2023年又获批“高标准农

田”修建项目。2021年 12月，张
哲当选为辽源市驻村第一书记协
会会长后，他带领全市146个第一
书记开展了147个村劳动力就业
推荐岗位；聘请吉林省农业农村
厅12316专家团走进脱贫村开展
专题讲座、146个帮扶村惠民读本
免费发放等20余项的助农惠民的
活动。

2022年11月，张哲的父亲因
肺癌晚期在北京治疗近5个月，他
想过去北京照顾父亲，可一想到村
里的信号基站、文化广场、村屯路
灯项目都不能错过争取到的最佳
时机，村里更需要他，他还是留在
了村里。然而，在他奋战在工作一
线时，他的父亲去世了，没有见到
父亲最后一面，成了他终身的遗
憾。张哲的脚步没有停止，丈量着
村里的每寸土地，在村民家中经常
能看到他的身影：为脱贫户李忠
（化名）女儿股骨头坏死联系手术
的医院，先诊疗后付费；为军烈家
属张华（化名）安装庭院灯；为老党
员王才（化名）办理慢性病救助；为
村里百余名患有疾病的村民组织
了多次义诊，并且免费发放了5万
余元的药品与医疗器械，解决了群
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正是他的坚
守让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山村越
来越美丽。

“第一书记”奉献坚守在山村

谢纯旭现为吉林省博大伟
业制药有限公司销售部省区经
理。2021年9月，他在吉大一院
造血干细胞采集室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用善举挽救了一名白
血病患者的生命。

谢纯旭曾经是一名优秀的
跆拳道运动员，身体素质相当
棒，退役后从事医药销售工作。
2020年9月，他第一次参加无偿
献血时就留下血样，毅然选择加
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了一名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小谢向中
华骨髓库吉林分库的工作人员
坦言：“没有接触造血干细胞捐
献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一次捐
献，就可以拯救患者的生命，为
濒临绝境的他们带去生命的希
望。”2021年6月，小谢与一名血
液病患者初配成功。接到吉林
分库的意见征询电话后，得知自
己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
又听说患者得了血液病可能面
临死亡时，在外地工作的他没有
丝毫犹豫就同意了捐献。他深
知非血缘之间的配型成功率只
有十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的几

率犹如大海捞针，这也就意味着
只有他可以挽救这名患者的生
命，于是小谢尽全力完成好手头
的工作，克服各种困难如期赶回
并积极配合医院完成了高分辨
检测及体检工作。

造血干细胞采集，首先要对
捐献者进行麻醉，之后对捐献者
进行髂骨穿刺，采集骨髓。同
时，手术时需要输入原自身备
血。术后，小谢醒来对医生说的
第一句话就是“一次采不够就再
采一次，我要对患者负责到
底”。整个捐献流程十分顺畅，
为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时间。小
谢的这份善举也得到了他所在
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在得知他
准备捐髓救人的消息后，公司领
导特意批了他一个月假期，以示
对小谢救人善举的支持。

谢纯旭圆满完成捐献。术
后，他真诚地呼吁能有更多有志
于公益、符合捐献条件的爱心人
士加入到救助患者的行动中来，
共同为需要救助的患者们撑起
一片天，全力挽救那些宝贵的

“生命之花”。

“髓缘相牵”挽救“生命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