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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薛凤英是延庆区四海镇楼梁村的一名

村民，因患先天小儿麻痹症，导致右手终身

残疾。1998年，她和丈夫结婚后，一直和公

公婆婆住在一起。

2015年，薛凤英的公公因小脑萎缩导

致行动不便，瘫痪在床不能自理。为了让

丈夫在外安心忙工作，薛凤英承担起照顾

公公的重担。翻身擦背、洗脸、洗脚、端屎

端尿……在别人看来很容易的事情，右手

残疾的她，却要花费更多的努力去完成。

公公话多唠叨，她也不计较，一心一意地伺

候，直到2019年公公因肾衰竭离开人世。

公公去世后，婆婆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

下。2021年婆婆不小心手臂骨折，薛凤英

及时送医后担心婆婆再次受伤，就不让她再

做任何家务活。过度的操劳让薛凤英看上

去比同龄人苍老了许多。

有街坊邻居问她这样做值得吗？她却

说：“赡养老人是儿女的义务，即便生活再

苦，只要一家人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就

没有什么跨不过的坎！”

薛胜华是顺义区仁和镇临河村的

村民。2003年至2004年，薛胜华的

岳母和妻子先后病逝，岳父伤心欲绝，

身体每况愈下，他便十九年如一日，精

心照顾岳父。

岳父曾经想为薛胜华张罗对象。

薛胜华却说：“再婚可以，对方必须接

受您，不然就免谈。”“带着岳父找媳

妇”的标准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好在几

经辗转，薛胜华等来了心地善良的黄

庆伶。

生活渐回正轨，岳父的身体却大

不如前。2004年至今，岳父小病不

断，好几次大病入院。薛胜华每次都

竭尽全力悉心照料。为了更好地照顾

岳父，他几次去理发店、足浴店“偷

师”，亲自为岳父理发、修脚。

“如果有下辈子，咱爷俩一定还要

做父子，像现在一样好好的。”看着悉

心照顾自己的女婿，岳父眼里满是欣

慰和幸福。

申泽岳是北京顺义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营部设施

维修员。他2006年进入公司工程队，作为技术骨干，承担

了10余个市、区重难点项目工程，全力守护燃气安全，有力

保障城市运行。2020年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

2022年，市政控股启动市级实事工程——更换、加装

燃气安全型配件工程，涉及顺义80个小区14个“煤改气”

村7.8万余户。为保障用户使用上安全可靠的燃气配件，

申泽岳带领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安装是否规范、燃气配件是

否存在安全隐患等，脚步遍布所有社区（村），最终提前一

个月完成用户安全型配件的更换，全力守护百姓安全用气

“最后一公里”。

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坚守。17年来，申泽岳爱岗敬

业，提升自身技能，练就过硬本领，用自己的精益求精，诠

释着“大国工匠”精神，用自己的执著坚守，践行着党员的

初心使命，全力守护顺义千家万户燃气安全。

程永茂是怀柔区文物管理所长城修缮技术专

家，他对长城修缮事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为

高标准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力打造长城维修

保护经验交流平台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获得“最美长

城守护人”称号。

2004年，程永茂接手黄花城长城修复工程，最

大限度保留了长城的原有风貌，为长城修缮积累了

大量的参考数据；2016年，程永茂接手箭扣长城修

缮项目，在修缮工程中去除对长城本体有安全隐患

的植被，酌情保留不影响长城结构安全的植被，让箭

扣长城再现雄姿，最终箭扣长城的保护管理获得第

4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高度评价。

在18年的长城修缮过程中，程永茂对每个工程

都倾尽全力。不管酷暑还是严寒，陡峭的长城修缮

工地上总能见到他的身影。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的

程永茂依然保持热情，奋斗在长城修缮第一线。

刘可研是北京启喑实验学校教师，她从事25年特殊

教育，关注听障学生成长，潜心研究教育教学工作，多次

发表教学研究性论文，曾获“北京市特殊教育征文”一等

奖，“北京市特教（融合教育）优秀论文”一等奖。

刘可研一毕业便选择了特教老师这份职业，在很多

人眼中，特殊教育是“陌生的”“艰难的”“与众不同”的。

就是在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领域里，刘可研辛勤耕耘25

年，用求真务实的理念教育学生求知，用积极发展的心态

助力学生成长，为听障学生打开了通往成功的大门。

多年的年级组长和班主任经历，让刘可研更加理解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含义，她一直不间断地进行各

类学习，努力提升综合素养，同时积极和学生分享自己

在学习过程中收获的新知识，讲述优秀学友的感人事

迹，为听障学生拓宽眼界和心界。

大师匠心修缮长城22年 无声世界的筑梦人 守护千家万户燃气安全

好儿媳身残心孝
精心照顾患病公婆

好女婿悉心照料
老岳父十九载

2022年7月17日，在房山区阎周路

大石河，房山区窦店镇板桥村居民苏奎不

顾生命危险两次下水救人，成功将一名儿

童和一名成人救上岸。9月，苏奎见义勇

为的事迹荣登中央政法委“见义勇为勇士

季度榜”。

当天上午，一个小男孩为追赶被水流

冲走的拖鞋，被冲入深水区。小男孩的父

亲和舅舅立即下水营救，父亲不幸落难。

正当大家惊慌失措之时，苏奎利用岸上群

众扔到河里的气垫去营救小男孩的舅舅，

将孩子舅舅救上了岸。

苏奎没有停下救人的脚步，再次下水

向已经被冲出30米外的小男孩游去。上

岸后，他对小男孩进行了胸部按压，孩子吐

出很多水后才彻底缓了过来。

得知事件的经过后，苏奎的朋友、同

事纷纷竖起了大拇指。他却自责道，“如

果我当时体力更好一些，速度能再快一

点，也许孩子爸爸就能救上来。”苏奎说当

天救人后在回家的路上，他教导儿子：“如

果自己有能力，看到别人陷入危险，一定

要挺身而出。”

王桂玲居住在通州区通惠南

路小区，她十几年如一日照顾老街

坊孙蕴芳的生活起居，为老人养老

送终，“不是亲闺女，胜似亲闺女”

的邻里情，在当地广受居民赞誉。

1970年，孙蕴芳的丈夫在工作

中因意外事故去世。中年丧偶身边

又无子女，巨大的悲痛让她一蹶不

振。王桂玲一家不断用爱心与行

动，帮助孙蕴芳渡过困境。

2010年，老房子拆迁后，85岁

的孙蕴芳不愿购置房产，王桂玲为

了方便照顾，忙前跑后地寻找离她

家较近的出租房源。“当时很多人误

以为我们是母女。”王桂玲笑道。

2021年4月初，96岁的孙蕴

芳不慎摔倒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

理。将近70岁的王桂玲，依旧为

孙蕴芳端饭送水，翻身活动筋骨，

尽力侍奉。

同年深秋，失声的孙蕴芳临终

前双手合十，不停地向王桂玲作

揖。“我知道，她是在向我表示感

谢。”王桂玲说。

李磊是房山区大石窝镇的义

务消防队队长。在他十岁的时候，

曾亲眼目睹了邻居家的一场火

灾。由于大石窝镇四周环山，交通

设施差，最近的消防中队赶过来都

要50分钟，眼睁睁看着大火吞没整

个房屋。想起当时的情景，李磊还

会心有余悸。

2013年以来，李磊靠着经营石

器雕刻工厂的收入，自掏腰包300

多万元，购置了3辆消防车，组建了

一支10人的义务消防队伍。一个

车库、两层办公用房，构成消防队

的“大本营”。周边一旦发生火情，

凭借距离更近，道路更熟，成为救

火“先行军”。

义务消防队有个微信群，每个

人都把微信铃声改成了“尖锐又刺

耳”的消防警报声，并保持24小时

开机，就是为了形成一种“肌肉记

忆”，一旦听到这个声音，就会立马

进入战斗状态。

2020年 11月，李磊被评为第

五届全国119消防先进个人。他也

直言，只要哥儿几个身体还都好，

就一定坚持干下去。

小伙两次下水救起两名落水者

好邻居为独居老人养老送终

成立义务消防队 甘当邻里守护神

见义勇为

孝老爱亲

助人为乐

“中国好人”是身边的榜样，更是时代的脊梁，在社会上、生活里、工作中，有千千万万的“中国好人”。他们职业不同、事迹各异，但有着同样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追求。他们贵在平

凡，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默默付出，平凡中见精神、平凡中见伟大；贵在力行，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做的是力所能及的实事，办的是温暖他人的好事；贵在坚守，几十年如一日专心

做事、潜心干事，在执著坚守中迸发出耀眼的道德光芒；贵在情真，对家人、对事业、对社会、对国家满怀朴素而深沉的爱，激励和引导更多人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中国好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家国情怀，传承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充分彰显了当代国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是丰盈的价值

观、有形的正能量。今天，我们集中展示首都地区第一季度“中国好人”候选人的凡人善举、榜样故事，带大家认识来自北京不同区域、不同领域、有着不同故事的身边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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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奉献

宗呈裕是大兴区天

宫院泽众社会工作事

务所党支部书记，也是

事务所志愿服务队的

队 长 。 自 2012 年 以

来，他组织队伍累计志

愿服务时长超过 21 万

小时，个人累计志愿服

务时长近 1.2 万余小

时。先后获得北京市五星志愿

者、北京市孝星、首都最美志愿者

等荣誉称号。

宗呈裕在2012年成立了天宫

院泽众社会工作事务所志愿服务

队。为了解决社区里很多年轻父

母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接送孩子、

看管孩子学习的困难，

他组织志愿者去学校门

口义务接送，并在街道

的大力支持下，筹建了

“课后时光儿童之家”。

海东社区有四五百

名空巢老人，宗呈裕通

过调研问卷了解到老人

们的切实需求后，积极

在2013年成立了海东社区便民服

务联盟，为老人们提供上门志愿服

务。

宗呈裕用实际行动践行“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

精神，不断展现着人间真情，传递

慈善仁爱。

助邻里 志愿服务10余年 王丽娟是海淀区龙在天残疾人皮影艺术文化中心

负责人。2006年开始，王丽娟走上皮影传承之路，把

千年非遗和帮扶“袖珍人”贫困群体结合起来，通过传

习技艺搭建文化产业平台，让几十部自创皮影戏进入

千余所校园，并拍摄短视频在央视和各大网络平台播

出，迄今已有286名“袖珍人”实现稳定就业，22对“袖

珍情侣”结为夫妻走向幸福生活。

自2008年4月，王丽娟的皮影剧团一直免费为

“袖珍人”提供皮影雕刻、表演、乐器、舞台主持等培

训。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少年宫接

见了王丽娟和她的团队。从那天开始，王丽娟时刻将

总书记的嘱托和期望铭记于心，更加主动、自觉担负起

非遗传承、文化助残、精准扶贫的工作；2018年10月，

王丽娟带领“京西皮影”团队与抖音合作，推出“抖音尬

舞天团——皮一下很开心”活动，三天时间点击量达到

2.9亿。截至目前，抖音的“皮一下很开心”话题点击量

已近600亿。

王宁是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党群办公室三级主任科

员。2021年5月，她被选派来到乌兰察布察右后旗火山

草原挂职。在这里，她全身心投入到乡村振兴事业中，带

动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帮助当地销售花菇25000斤，

销售特色农畜产品金额3000余万元，不仅实现了当地

产品进京的通道畅通，更为长期合作与共享乡村振兴的

红利打下了基础。

她站在互联网风口上大力开展“直播带货”，率先创

建了专属火山草原的抖音、快手账号，多方筹借凑齐拍摄

设备、组建运营团队，自学剪辑……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王宁成功举办了一系列特色直播活动，全网短视频播放

量高达600余万次，累计销售农产品4000余万元。

在消费帮扶的同时，王宁还扎实推进教育帮扶工

作。通过引入智慧校园项目，让北京教育资源通过线

上方式与察右后旗课堂共享，让察右后旗学生在网络

上学到北京的课堂知识。

“影人姐姐”非遗助残圆梦

90后助力乌兰察布百姓增收致富

徐厚军是首钢智新

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

二作业区轧机主操作

员。工作中，他致力于提

升电工钢产品冷轧技术

及产品性能，精通高磁感

取向、高硅含量电工钢稳

定轧制技术、板形和厚度

精度控制技术，是电工钢

轧制领域的创新领军人

物。曾获2014年度首钢

劳动模范、2018年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高级技术能手”、

2022“北京榜样”年榜人物等荣誉称号。

徐厚军淬炼匠心，主动推广优秀轧制技术，其负责组

建的8020青年创新工作站，是北京“十百千万”双创能力

培育工程，也是首批授牌的创新工作站之一。工作站致力

于研究二十辊轧机行业前沿性、关键技术，共形成了12项

攻关成果，为首钢培养了50余名技术能手和技术骨干，壮

大了人才队伍。

徐厚军敢当先锋，扎根基层，抓住与企业共发展的机

遇，主动担当作为，勇于和国内外先进技术竞争，用岗位创

新诠释最美丽的青春，为中国发展电工钢技术，建设高端

电工钢产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攻坚增效“首钢工匠”
为制造业培育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