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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新人

近日，唐山市路南区信用
办走进南厂小学，开展“诚信建
设万里行”之诚信宣讲进校园
活动。

本次活动以“图书馆借阅
诚信”为主题，通过讲解诚信小
故事、讲述图书馆中发生过的
图书折页、损坏、丢失等身边真
实事例，引导学生从小树立“说
诚信话，办诚信事，做诚信人”
的诚信观念，深入强化诚信教
育，提高学生的诚实守信意识，
营造浓厚的诚信氛围，让诚信
在校园扎根。（唐山文明网）

“兢兢业业鲜成就，扪心自问无
愧作。高龄耄耋越古稀，志愿身后双
捐躯……”清明节前夕，在省遗体器
官捐献纪念碑广场，遗体捐献者家属
刘庆丰眼含热泪、言语哽咽地诵读了
父母的遗书，“父母生前曾两次签订
遗体捐献书，现在他们兑现承诺了。”

2022年10月14日，88岁的史珈因
病辞世，将脑组织和遗体捐给了医学
事业，成为一位伟大无私的“大体老
师”。两个月后，刘以煜追随爱人的步
伐，同样将自己的遗体捐给河北医科
大学。这对伉俪的名字一同被刻在了
古中山器官与遗体捐献纪念碑上。

退休前，刘以煜和妻子史珈都是
原河北财经学院（现为河北经贸大
学）的教师。在同事、朋友眼中，他们
工作兢兢业业，用仁爱之心把知识和
情感倾注到学生身上；在生活中，他
们乐于助人，甘于奉献。“他们是共产

党员，也是人民教师，他们一辈子都
是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捐献遗体
的做法也在意料之中。”史珈生前好
友李进章说。

李进章告诉记者，当时史珈讲授
的课程是《法学概论》。为了能让学
生听懂、学会、记牢，史珈提出采用案
例教学法，根据课程内容，结合身边
发生的民事、刑事案件，以案释法，引
导学生自己思考。此外，史珈经常结
合教学进度，在课上举办“模拟法庭”
实践活动，让学生扮演法官、原告、被
告等角色，通过模拟案件的处理，解
释法律规定，让学生了解熟悉法学理
论并活学活用。

与史珈传道授业解惑的讲师角
色不同，刘以煜在学校的教务处工
作。“刘以煜老师经常说，教务处老师
也是老师，咱们要当好学生思想上的
引路人。”刘以煜的老同事、河北经贸

大学教务处退休干部范瑞敏说。
范瑞敏回忆，有一年，她在办公

室多次看见刘以煜和一名穿着破旧
的学生谈话。后来了解到，这名学生
因家庭困难产生了自卑心理，久而久
之就变得不太合群，并产生了厌学的
情绪，导致多门课程挂科。

刘以煜了解情况后，立即找到这
名学生的辅导员和任课老师，探讨如
何帮助其解决困难、提升成绩。之后
又多次给该生做心理疏导，渐渐地，
刘以煜打开了学生的心扉，学生的成
绩也有了明显提升。

“父母生前，经常和我谈论生命
的意义和价值。怎么样的一生才算
有意义？父母都觉得，奉献是生命中
最美好的事。让生命在奉献中延续，
是生命最完美的归属。”刘庆丰说，

“以后，我也会像父母一样。”
（河北日报记者 吕若汐）

王运岭，1974年9月出生，成安县
北乡义镇北渚一村村民。自 2013 年
至今，他收留照顾一名流浪聋哑老人，
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给予老人一个
温暖的家。“最大的心愿是能让老人在
有生之年落叶归根，与家人团圆。”王
运岭真诚地表示，如果寻亲未果，他会
为老人养老送终。今年3月31日，王
运岭入选“时代新人·河北好人”榜。

一个馒头结下十年“父子情”
2013 年 4 月的一天，王运岭的餐

馆走来一位拄着木棍、颤颤巍巍的乞
讨老人，他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浑身
散发着异味。此时，王运岭的儿子
——14岁的王朋正好在店里，他立刻
拿了个馒头给老人吃。老人接过馒头
三两口就吃完了，一边吃嘴里一边“哼
哼呃呃”说着别人听不懂的方言，王朋
试图和他交流，老人指着自己的耳朵
表示听不清楚，此时，王朋才明白眼前
的老人是一位聋哑人。

从此以后，这位老人隔三岔五就
会来到小餐馆讨食，王运岭夫妇及 2

个孩子并不嫌弃，不管谁在都会拿出
饭菜，给老人吃。“虽然现在生意不好
做，但是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就不能
饿着他。”王运岭心想。不曾想，这一
结识便是十年“父子情”。

“一个家”温暖流浪老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了解，王运岭

一家和老人越来越熟络，对老人也越
发地同情。老人既不会写字也不会哑
语，平时交流主要靠打手势。当年11
月天气逐渐寒冷，当得知老人栖身在
一处四面透风的废墟时，生活并不宽
裕的王运岭夫妇顿时心生怜悯，便将
老人接过来，安置在自家 4 平方米的
小煤房，免费照顾老人吃住。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一间房、一
张床、一条干净的被褥……老人有了
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终于告别风
餐露宿的日子。担心老人受冻，王运
岭还为他购置了电热扇。

2020年，王运岭居住的小区实行
老旧小区改造，他家的小煤房被拆，老
人的居所成了问题。为了方便照顾老

人，王运岭安排老人和父亲住在一个
房间。“我们吃什么，就给老人吃什
么。”老人每天和王运岭一家人在一张
桌子上吃饭，有时还要喝上两杯。知
道老人爱吃米饭、炒菜，王运岭就专门
给他做喜欢的饭菜。平时，儿子王朋
还会带老人去洗澡，邻居都夸奖王朋
懂事、孝顺。逢年过节，王运岭爱人还
会给老人买新衣服，把老人打扮得干
净利索、精精神神。老人也很有自尊，
平时会主动在饭馆里帮着收拾桌椅，
干点力所能及的杂活。虽然非亲非
故，他们却像一家人一样温馨和睦地
生活。

眼看老人一天天老去，王运岭想
给老人上个医疗保险，因无身份证而
作罢。王运岭通过手势询问老人老家
在哪里，他总是低头不语，连往日的

“哼哼呃呃”也没有了声音，有时还笑
着笑着突然就流出了眼泪。“老人肯定
想家了。”王运岭想，一定要想办法帮
助老人找到家人。

于是，王运岭通过媒体、报警等方
式寻亲，但目前无果。(河北文明网)

一个家庭良好的行为标准
就是家训，而一个家庭独有的
风尚就是家风。家风是一个家
庭的道德标准，是一个家庭不
可缺少的成分。家风是一种无
形的力量，是一种良好的家庭
氛围，更是一种良好的习惯。
家风表现着一家人的气质，一
家人的品德。如何才能坚守家
训，如何又能保持家风？

现今国泰民安，在我们享
受幸福生活的时候，更不能忘
记那些曾久经沙场的老红军、
老战士、老党员。而我的爷爷
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正是他的
不忘初心，艰苦奋斗的精神才
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
人。所以，我要继续传承爷爷
的优良作风，要我们家独特的
风尚永远传承。

勤俭节约的家风

“饮水要思源，吃饭当节
俭”这是爷爷经常在家提起的

“节俭兴家，浪费可耻”。这个
浅显的道理，深深地烙印在我
的心中。每逢吃饭时，爷爷便
会提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奶奶也讲“民生在勤，勤则不
匮。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小
时候的我并不在乎，只是简单
地认为是爷爷在自言自语罢
了，并没有放在心上。直到有
一次，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因为
太多了吃不完，怕爷爷知道我
剩饭，就偷偷将饭倒进了垃圾
桶。恰巧被爷爷发现，于是，爷
爷就从垃圾桶里把饭捡起来吃
了，并告诉站在边上的我，节俭
并不是口头说说，而是要踏踏
实实地做到。久而久之，我在
饭前也开始讲“俭，德之共也；
侈，恶之大也”吃饭时吃多少打
多少，并且再也没浪费过一粒
粮食。

信仰坚定的家风

我的爷爷是一名共产党
员，光荣在党50年的表彰中也
有他的身影。爷爷从小跟我们
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人民
走向了胜利，走向了辉煌。爷
爷对我讲，坚守信念不仅仅靠
一腔热血，更要实实在在去笃
行。中华民族历来讲究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党
员，更应该做修身的先行者，传
承好红色基因，强化责任担当，
将老一辈的基因根植于心，承
担起在社会应承担的重任，将
红色精神代代传承。

勇于奉献的家风

爷爷当过兵，爸爸当过兵，
到我这儿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军
校。我想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就是爷爷想要告诉我的。记得
爷爷在我上军校之前给我讲得
最多的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
如归”。“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
魄兮为鬼雄”我将继续接过这

“勇于奉献，敢于担当”的接力
棒，在以后的征途上，坚守住并
传承好勇于奉献的家风。

（胡芮豪）

夫妻同心捐献遗体 生前身后都是“老师”

热心大哥义务收留流浪老人十余载 家风代流传

诚信宣讲
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