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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新人时代新人时代新人河北好人

“这几天降温了，好多爱心人士
捐赠棉衣棉被，只要一有空，我就给
需要的孩子们送去。”近日，在磁县
讲武城镇滏阳营村的“爱心小屋”，
刚接收完一批爱心物资的陈玉文，
正和其他志愿者忙着进行分类、整
理。

58岁的陈玉文，是滏阳营小学
的一名老师。从 2009 年帮扶第一
个孩子算起，14年来，她已经是一百
多个孩子的“妈妈”了。

“孩子别哭，
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

2009年，磁县创新开展“爱心代
理妈妈”志愿服务活动，两千多名

“爱心代理妈妈”与留守孤困儿童结
对，当时还在磁县讲武城学区工作
的陈玉文，结识了自己的第一个孩
子——玲玲。

玲玲是一名孤儿，爸爸、妈妈相
继去世后，一直跟姥姥、姥爷生活。

“第一次见她时才 10 岁，就站
在角落，不说话，一直搓着小手。没
妈的孩子，看着就心疼。”陈玉文走
到跟前，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

一阵犹豫后，玲玲哭着紧紧地
搂住了她。陈玉文为玲玲擦干眼
泪，捧着她的小脸说：“孩子别哭，以
后我就是你的妈妈。”

之后，每到周末，陈玉文就把玲
玲接到自己家，给孩子洗澡、剪指
甲、做好吃的饭菜，晚上娘儿俩躺在
一起说悄悄话。

从玲玲开始，陈玉文的爱心事
业一发不可收，她说：“只要看到没
有父母疼爱的孩子，我心里就难受，
晚上睡觉时总会想起他们怯生生的
眼神。”

创办“爱心小屋”

随着帮扶的孩子越来越多，为
了让他们有个活动场所，2011年，在
当地有关部门支持下，陈玉文把自
家5间堂屋进行改造、装修，创办了
邯郸市第一个“爱心小屋”。

“这个孩子的爸爸在服刑，妈妈
再婚了；这个男孩不爱说话，喜欢看
书；这个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学习成
绩不赖……”在“爱心小屋”，陈玉文
翻着手机里的 600 多张照片，每一
个孩子的名字、性格、爱好，她都记
得清清楚楚。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陈老师的故事，感染和激励着
越来越多的人无私奉献，为风雨中
的孩子撑起一把大伞。”邯郸市妇联
主席张爱军说。

今年以来，省妇联积极推进服
务民生领域改革，在全省范围内广泛
开展“爱心代理爸妈”巾帼志愿关爱
服务，累计招募20320余名“爱心代理
爸妈”。邯郸市妇联号召市女企业家
协会、市三八红旗手协会等广泛参与

“爱心代理爸妈”活动，成立“爱心联
盟”。截至目前，该市建立“爱心联盟”
186个、亲子基地120个。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志愿者来
到陈玉文身边。心理老师于菲每周末
都到“爱心小屋”，和孩子们说说心里
话。女企业家王巧梅给“爱心小屋”送
书、送文具、送衣服，动员100多名员工
成为“爱心代理爸妈”。（河北新闻网）

12月14日下午，记者从廊坊市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廊坊市加
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 打造守信践诺
的信用环境”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廊坊
市始终把建设诚实守信遵约践诺的信
用环境作为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核心
竞争力的关键抓手，不断夯基蓄力、提
档升级，在体制机制创新、数据平台搭
建、信用产品推广、守信激励失信惩戒
等方面均取得显著突破，构建了较为
完备的体系框架。据国家公共信用信
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近 12 个月，在
全国 261 个地级市信用状况监测中，
廊坊信用指数位列第 6 位，省内持续
保持前列。

夯实信用建设基础
廊坊市将信用平台纳入智慧城市

“一网通办”模块一体规划，建成集统

一信用门户、信用数据采集、联合奖
惩、可视化分析等功能于一体的信用
信息平台，为政府部门、社会公众提供
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

建立“双公示”日监测、周反馈、月
通报、季评估的长效动态管理机制，动
态修订全市信用信息目录清单，行政
强制等五类行政管理信息、水气缴费
信息、合同履约信息常态化、规范化、
机制化归集，形成全面覆盖各部门、各
类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一张网”。

挖掘信用信息价值
信用赋能审批服务，建立“信用越

好、审批越易”的新模式，推动绿色审
批与信用主体诚信建设相融共促。目
前，全市已实现办理建筑施工许可、职
业培训学校办学许可等 83 项行政许
可事项，企业住所或生产经营地址变
更证明等 53 项证明事项实施告知承
诺制，得到了企业群众的广泛好评。

信用赋能融资助企，建立健全中
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依托市融资
信用服务平台，创新融资信用服务产

品和应用，推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
便利性有效提升，实现以信促融，助力中
小微企业发展。目前，已有200家银行业
金融机构入驻并发布信贷产品，累计帮助
3000余家企业融资300多亿元。

打造“通武廊”信用联合体
廊坊地处京津雄“黄金大三角”的

核心腹地，充分发挥区域优势，深入推
进信用赋能跨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
今年 7 月份，以优化区域营商环境为
核心，廊坊市与北京通州区、天津武清
区共同签订《通武廊守信联合激励
（2023-2025 年）行动方案》，建立“通
武廊”信用合作共建季度会议机制。

依托北京市信用数据专区、京津
冀（晋）信用科技实验室，为信用联合
激励应用场景提供信用信息服务支
持。评选守信“红名单”企业，并形成
动态管理和更新机制。守信企业在办
理审批服务事项时享受容缺受理和绿
色通道，在招投标、政府安排的政策性
补贴、评先评优等方面优先考虑。

(廊坊都市报)

张利霞，男，1965 年 3 月生，河北
滏阳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顾
问。2012年到2021年，张利霞十年如
一日，坚持带着年迈的母亲宋玉芳上
下班，风雨无阻、无怨无悔。张利霞
用数十年的坚守书写着生活的真善
美，诠释着孝老爱亲的真谛。他入选
了今年9-10 月的“时代新人·河北好
人”榜。

带着母亲上下班
张利霞是曲周县南里岳镇义和村

人，家里姊妹五个，他排行老三。20世
纪90年代开始，他在村里进行铝拉钉
加工，随后从事奶牛养殖。2012年，张
利霞在县城经济开发区注册成立了一
家公司。但无论生意做得多大，张利
霞都主动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从没
有因生意而减少对父母的关心。

2014年，父亲去世后，张利霞夫妇
婉拒了姊妹五人轮流照顾老人的请
求，坚持把母亲接到县城，继续照顾着
老人的日常生活。

“婆婆年纪大了，自己一人在家，
做媳妇的也不放心。”张利霞夫妇不谋
而合，决定继续带着母亲上下班。靠
枕、纸巾、药品等，车上随时备着一些
老人用的必需品。张利霞开车，妻子
杨秀花就陪老人聊天，逗老人开心。

“从单元楼到公司约 10 里地，我

哥每天开车带着我母亲上下班。”张利
霞的姐姐张利花感激地说，在弟弟眼
中，母亲就是精神支柱。

2012年到2021年，从义和村到县
城南的经济开发区，从县城单元楼到
公司，张利霞给母亲搭建了一个和睦
温馨的“流动家”，他的车被员工们称
为“流动的孝老车”，他每天搀扶母亲
上下车的情景也成了公司一道流动的
爱老风景线。

陪伴母亲在身边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2021年，张利霞母亲突然得了脑萎缩
性帕金森，失去了自理能力，身边必须
有人常年伺候。

对此，张利霞决定在公司为母亲
安个家。在离自己办公室不到三米远
的地方，他给母亲装修了一间集洗浴、
休息、睡觉于一体的住所，让母亲始终
处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

“俺娘 88 岁高龄了，又得了帕金
森病，每天哄她开心就是最大的尽
孝。”6月30日，在曲周县劳动公园里，
58岁的张利霞用轮椅推着年迈的母亲
散心。

从母亲患脑病的那一天起，每天
陪母亲散步就成了张利霞的孝老必修
课。“适量的运动可以改善帕金森症
状，散步是比较有效的缓解方式。”

瞅着父亲娴熟、麻利地为奶奶按
摩腿，一坚持就是一两个钟头，张利霞
儿子张志恒动情地说，为了让奶奶安
享晚年，父亲把公司业务交给了他来
打理，自己只保留了技术顾问身份，以
腾出更多时间来照顾年迈、多病的奶
奶。

姐妹们加入孝老队
家里家外，照顾母亲，还有公司的

一些发展问题，都需要张利霞操心。
繁忙的事务让张利霞每天只能睡四五
个小时，短短几年时间他一头乌黑的
头发变成了花白。这让姐妹心疼不
已。2022年年初，她们向弟弟张利霞
提出，共同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为他
分担一些重担。

尽管四姐妹加入了照顾母亲的队
伍，但每天陪伴母亲散步仍然由张利
霞自己来承担。因为数十年的照顾，
母亲对张利霞形成了极度依赖，只对
儿子“言听计从”。只要有一天看不见
儿子，她就闹小情绪、甚至不吃饭，总
是喃喃自语：“霞咋没来呢？”

为了日常沟通联系，张利霞和姐
妹们建立了“一家亲”家庭微信群。在
张利霞带动影响下，无论是他们这个
大家庭，还是每个小家庭，都营造了孝
老爱亲、尊老爱幼的良好家风。

（河北文明网）

他十年如一日带母亲上下班
最美志愿者

廊坊市打造守信践诺信用环境

代理妈妈的
“爱心小屋”

为进一步提高养老机构护理员整体素
质和业务能力，张家口下花园区按照《养老
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开展集中轮训、
网络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以理论学
习和实训操作相结合，分批次、有针对性地
开展基本照护、安全卫生、操作技能等培训，
更好地满足养老服务需求。图为下花园区
养老护理员进行老年人照护操作技能培
训。 （张家口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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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护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