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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推荐的第四届全国及河南省
道德模范候选人事迹公示

今年是第四届全国及河南省道德
模范评选年。根据中央文明办和省文
明办工作要求，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将我市推荐的“道德模范”候选人事迹
予以公示，敬请关注。欢迎社会各界
监督，公示时间：从即日起至 5 月 16
日，联系电话：0379-63903155。

裴麦闹

裴麦闹，男，1925年5月出生，偃师市府店镇佛光村
人。这位普通的老人，义务看护 13 位抗日无名烈士墓
45年，多次被上级表彰为双拥先进个人、文明市民和“感
动洛阳十大年度人物”。

1945年1月2日，由皮定均、徐子荣领导的八路军豫
西抗日先遣支队向佛光峪进军，当天晚上奇袭佛光寺的
战斗打响。经过一天的战斗，日军被迫撤掉佛光寺据点，
二班的13位战士壮烈牺牲，战士们牺牲时没有留下任何
能说明他们身份的物品。战斗结束后，包括裴麦闹在内
的10多位乡亲将13位烈士的遗体埋在佛光村北一处向
阳的山坡上。13 位无名烈士墓由于缺乏管护，荒草丛
生，坟堆已变平。面对这种情况，裴麦闹毅然担负起义务
看管烈士墓的责任。

刚开始的8年间，他坚持每年给墓地培土、铲草。从
1976年开始，他开始在无名烈士墓周围种植树木，为了
给树浇水，他每挑一担水都要来回走三四公里。现在烈
士墓地的100棵松树和88棵柏树记录着老人的执着、倔
强和对承诺的坚守。

而今，88岁的裴麦闹上山挑土植树已力不从心，老
人的儿子便主动提出继续承担这一义务。每次上山为烈
士墓植树添土，老人总是反复叮嘱，要求孩子们记住13
位无名烈士墓的准确位置和树木的品种和习性，并将义
务看护的任务传承下去。

张老二

张老二，男，45 岁，农民，家住洛阳市洛龙区太康
东路街道办事处大东村，是 06005 体彩代售点的老
板。

2013 年 5 月 4 日晚，张老二接到一个经常在他这
儿买彩票的彩民的电话，让他代买彩票，钱他先垫上，
回头再把 252 元的彩票钱还给他。19 时 18 分，张老二
按照对方说的做了。让人吃惊的事情就在一个小时
后发生了：20 时 40 分前后，张老二上网一查，他替那
名彩民买的彩票中了至少 500 万元的奖！张老二当日
21 时 30 分把彩票交到那位彩民手里。后有记者问
他：“没想过把 700 多万元据为己有吗？”张老二笑着
答：“我要是心歪歪，告诉他忘买了，然后找个人去郑
州把这个奖领了，给他掏 50 万元跑腿费，我也可以落
600 多万元呢！”“问题是，我要是拿了这 700 多万元，
会不安心，晚上也睡不着觉啊！”张老二说，他连夜将
中奖彩票送还主人的时候，并没想那么多，过后想想，
这件事真做对了。要是他一念之差把这张彩票给昧
了，整天藏着躲着，不知要失去多少朋友。而朋友，是
他最在乎的。

七八年前，他的三弟因为一场车祸丧失劳动能力后，
张老二对其照顾有加。张老三说，其实哥哥的举动并非
偶然。哥哥在开饭店时，曾经捡到一厚沓用报纸包着的
钱，后来哥哥联系上失主，一分没少将现金送还。对于哥
哥，他除了感激还有佩服：“我哥很厉害。”

裴先峰

裴先峰，男，1990 年 8 月出生于河南洛阳，现任中
国石油天然气第一建设公司第三工程处 313 工程队电
焊技师。

他因家境贫寒谦让了上大学的机会，但矢志不移
做一名优秀焊工。在技校刻苦学习，第一个拿到二级
资格证。在国家重点工程甘肃庆阳石化建设中，牢记
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责任，率先攻克了高难度炼化装置
焊接管。他把激情奉献给岗位，把热情注入焊接专
业，凭着一股不服输和敢于拼搏的精气神，焊接技术
突飞猛进，并在层层选拔赛中脱颖而出：2010 年 5 月，
获得第三届全国院校焊接专业河南省选拔赛第一名；
2010 年 9 月，获得第三届全国院校焊接专业比赛第七
名；2011 年 3 月，夺得第十届全国工程建设系统焊工
技能竞赛职工组铜牌，荣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技术能手”称号；2011 年 9 月，在第 41 届世界技能大
赛中夺得银牌。之后，裴先峰投身四川大乙烯建设，
积极传播国际领先的焊接技术，为国家培养新一届参
赛选手，他的绝活儿传遍全国各职业技校，他的精神
鼓舞了一大批青年技工。2013 年 5 月，先后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青年五四奖章等，受到习近平总
书记的亲切接见。

毋剑梅

从医 34 年来，毋剑梅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
对所有病人献出大爱，一张张“小处方”为数十万患
者解除病痛的折磨，也为数十万患者破解了“看病
贵”这一难题，成为全国医务人员学习的榜样，不仅
受到了全国媒体的追捧，而且赢得了社会各界和人

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在 2013 年 1 月 16 日举行的洛阳市“十大爱心人物”

“十大爱心集体”颁奖典礼上，组委会这样评价毋剑梅：
“也许，你只是做了一个医生本来应该做的。但是，在
头疼脑热就要做全身检查，感冒咳嗽就要住院输液的
今天，你的小处方，是那么珍贵；你为病人着想，是那么
高尚。数十年如一日，你用一张张小处方堆积了一座
丰碑！”

董晓利

董晓利，网名腊梅。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女教师，河
洛志愿者协会会员、伊川志愿者协会会长。2004年加入
中国志愿者协会，志愿者生涯近10年。2008年四川地震
三次赴川，自费近6000元参加“木房子志愿者之家”“洛
阳志愿者之家”以及大学生支教活动。

2011 年 9 月 12 日正式成立伊川志愿者协会。她带
领协会成功举办了一次又一次活动：募捐发放衣物近 3
万件；情人节玫瑰义卖，为聋哑儿童或孤儿筹得善款
5890 元，为贫困家庭筹得善款 8195.5 元；七夕节玫瑰义
卖，为两名“寒门学子”筹得善款 2455 元；举办名人书画
义卖，为贫困家庭筹得善款 5140 元；组织为一贫困女
孩募捐手术费近 41055.5 元；联系河洛志愿者协会成功
资助伊川贫困生 36 人；联系谷歌公司“一个鸡蛋”计划，
使 693 名学生每人每天免费享受一个煮鸡蛋的待遇等；
她还联合多家爱心单位成功组织了大型植树活动，参
加 180 余人，植树 400 余棵。如今，伊川志愿者协会在
她的带领下不断发展壮大，现有理事 9 人，正式会员 78
人，预备会员 230 多人，志愿者的脚步已经遍及全县各
个乡镇。

董晓利还影响着自己身边的人：在学校中成立“小
小志愿者”服务队，在村里成立“自己美健身舞蹈队”，如
今家乡的舞蹈队30余人主动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家人
从不支持到主动志愿；老师、同事、亲人、朋友从观望到
积极参与；爱心团队、单位快乐联合；爱心企业家主动靠
拢等等。

程建宇

程建宇同志从检28年来，始终坚持以党员的标准要
求自己。1984年4月，她在下乡办案途中因受风雨侵袭，
高烧病倒，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严重疾病——系统性红斑狼
疮。20多年来，她先后4次被医学权威专家宣告不治，生
命几度垂危，但每一次，她都以顽强的毅力摆脱了病魔，重
返工作岗位。

六年来，程建宇先后办理了500余起700余人的刑事
案件。一些疑难案件和大案要案她总是抢着办，从没因疾
病而影响工作的开展，她所办理的案件批捕准确率达到
100%。

她拿出自己有限的工资参与各种募捐活动，同时还资
助了两名贫困学生。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人民检察官
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光辉形象。

郭春梅

洛阳市老城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清扫队女工郭春
梅，从事环卫工作已有18年，18年来，同她一起工作的许
多同事因嫌工作太累调整了岗位，而她却始终坚守在这
里。工作中，她被车辆碰伤过，被大雨淋病过，因制止行人
乱扔垃圾被责骂过，但她从来没有动摇过一辈子做清洁工
的信念。

18 年来，她曾多次带病坚守岗位，以轻伤不下火线
的精神坚持在工作一线，以“拼命三郎”的作风，影响和
带动着班组的同志；她曾冒着大雨，不顾被树枝杂物划
伤，用手清掏下水道箅子；她曾为了寻找一位失主，在原
地足足等了5个小时；她曾为了帮助与家人走失的孩子，
给孩子买食物、讲故事；扶盲人过马路，给外地游客指路
等，成了她工作中的一项内容。她说：“帮助每个需要帮
助的人，就是最大的快乐！”

工 作 中 ，她 不 怕 吃 苦 ，不 计 报 酬 ，默 默 奉 献 ，用
自己的辛勤劳动践行了“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
的行业奉献精神。她就是这样一位乐于奉献、朴实
无华的环卫清洁工，用五尺扫帚作笔书写着无悔的
青春。她先后多次被评为市、区先进工作者，2013
年 2 月荣获“全国优秀环卫工人”称号，被评为洛阳
市劳动模范，她所在的清扫保洁队被全国妇联授予

“巾帼文明岗”称号。

贾容韬

贾容韬，男，汉族，中国教育学会会员，高级心理咨询
师，共青团中央特聘戒除网瘾专家，河南省家庭教育研究
会会员，全国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洛宁县关工委高级工
程师。

他注册成立的“爱心家教俱乐部”，目前已有在册会员
675个，会员遍布15个省市。他数次到看守所对少年犯
进行心理辅导，和613名留守儿童建立帮教关系，给儿童
福利院的孩子们送去优质精神食粮。在他的帮助下，921
名厌学学生进入优等生行列，838名网瘾少年走出网络虚
拟世界，235名辍学孩子重返校园。他还向学校等捐赠图
书16000余册。河南省文明办、河南省教育厅等共同组
织的“河南省青少年预防和戒除网瘾”巡回报告团，聘请他
为首席专家。

马书钊

马书钊辞掉县林业局林政股股长“官职”，来到黄河滩
专心守护鸟儿。从此他天天骑上自行车，带上干粮，拿个
喇叭，一边走村串寨，宣传护鸟的政策和法律，一边穿过沟
沟坎坎，观测记录着水禽种类、数量等有关资料，一干就是
十几年。这么多年，马书钊记不清救过多少只鸟儿。

1995年8月，河南省批准建立孟津省级湿地水禽保护区，
马书钊成了保护区的一名工作人员。

马书钊的护鸟、爱鸟行动，潜移默化地感召着女儿马
朝红。在父亲的影响下，马朝红也加入爱鸟护鸟队伍。如
今，身为黄河湿地孟津管理局职工，马朝红成了全省有名
的护鸟专家。

杨奎烈

杨奎烈以焦裕禄为人生楷模，在企业工作的34年间，
始终坚守在生产一线，从普通员工成长为能源管理专家，
把全部心血和汗水都倾注到了企业的发展上。被诊断为
肝癌晚期后，仍心系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被称为“新
时期的焦裕禄”。

作为企业“大动脉”的管家，从生产厂区到家属区，
他每天都坚持巡视一遍管网。凭着长期积累，他在自己
的大脑中建立了一个“影像库”，只要一闭上眼睛，公司
各种动能管线的位置、走向和路径就能立刻清晰地浮现
出来。他生前负责的项目工程和物资采购价值超过亿
元，但仍和家人挤在仅有50平方米的老旧房子里。妻子
是一名最早一批下岗的普通工人，唯一的儿子靠打工生
活，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动用身边资源为他们谋利
益。就在去世前的38天里，还先后6次到制氧机安装现
场指导工作。

裴文学

裴文学，洛阳市嵩县车村镇明白川村村民，今年 71
岁，是个旧社会的流浪孤儿，讨饭到明白川村被裴中秋收
养。初中毕业后考入栾川卫校，毕业后做了乡村医生。
23岁时，奶奶患上重病，年轻的裴文学承担起照顾老人的
重任。养父裴中秋 1999 年患上心脏病，他昼夜不离床
榻。孤寡老人梁常无依无靠，裴文学把他接到家中整整伺
候了28年。92岁的养母卧床不起，裴文学坚持给老人端
吃端喝、清理大小便，常因过度劳累而患病。裴文学先后
伺候了5位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他用自己感天动
地的行为，践行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明白川街敬老巷也因他而命
名。他被评为车村镇十大孝星和感动车村、感动嵩县、感
动洛阳十大人物。

常红康

常红康，全国优秀志愿者，被人称为“红康大哥”，已经
成为栾川的道德品牌之一。他在一次次奉献自我的同时，
带动身边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使“学好人、做好事、得好
报”的理念在全社会深入人心。

15年来，他在栾川和洛阳等地献血近50次，累计献
血20000多毫升，这个血量相当于把4个成年人的血液全
部换了一遍。2000年6月起，他组织成立了“骨髓捐献协
会”，捐献骨髓样本，加入中华骨髓库，并组织了“让我们挽
起手臂”“救助栾川白血病患者小巾彭慈善募捐活动”等大
型公益活动。为了给白血病患者募捐，他和患者母亲一起
跪在街头求救，10余年来共筹集爱心捐款20多万元，成
功救助了7名白血病患者。

2000 年，他在父母有病在身，妻子失业在家，生活
极 其 艰 难 的 情 况 下 ，收 养 残 疾 弃 婴 ，并 抚 养 至 今 。
2003 年开始，他与“捐书助教网”合作，搜集捐赠图
书，至今已为贫困学校捐书超过 1 万册。同时，由他直
接资助或通过他得到资助的贫困学生达到 206 名，其
中一部分学生已经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并以他为榜
样，接力爱心长跑。

陈春琳 李荫浓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做就是十几年。
李瑞桃是个苦命的孩子，父亲早年去世，相依为命的姐
姐不幸煤气中毒，在她面临辍学困境时，李荫浓伸出援
助之手，李瑞桃成为他资助的第一个“春蕾女童”。从
此,李荫浓、陈春琳一发不可收，踏上了资助失学儿童的
爱心路。

十四年来，李荫浓、陈春琳同志全额资助贫困学生
300 名，得到帮助学生 3800 余名，投入资金 30 万元，可
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却近乎苛刻。李荫浓同志一身旧军
装穿得发毛，一双解放鞋漏着脚指，几个馒头加咸菜
是一天的伙食，他还争着到山区访贫问苦，多年的风
餐露宿，辛勤劳动，李荫浓这位 70 多岁的老人积劳成
疾，先后两次突发脑中风住进医院，家里接到 6 次病危
通知书。

如今，李荫浓、陈春琳资助的学生遍及洛阳市所有的
县（市）区，甚至还有外省市的。2012 年 3 月 26 日，李荫
浓、陈春琳获得了第七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慈善楷模”
的殊荣。“慷慨侠义，英雄伟举；乐善好施，高士情怀；非仁
者智者胸襟，何以为之？”这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为他
们宣读的颁奖词。

乔文娟

“谁能有如此大的胸怀，怀抱着千千万万名当兵的
儿子——她把‘母亲’的意义延伸了、扩大了。我们的兵
营有多大，母亲的怀抱就有多大；我们的战士有多远，母
亲的心思就有多远。”她就是——全国爱国拥军模范乔
文娟。

37 年来，乔文娟坚持义务为解放军官兵排忧解难,
被部队官兵们亲切地称为“兵妈妈”。她把战士们的需
要当做党和部队对自己的召唤，急战士之所急，帮战士
之所需。她先后到部队、学校、机关作报告 200 余场，
为多个部队送去有关思想教育和电脑科技等各类书籍
1 万多册，笔记本、钢笔、信封 5600 多套；她还经常看望
患病住院的官兵，曾经细心照料 21 名身患绝症的战士，
用一个母亲质朴的爱，关怀着成千上万的士兵。迄今

为止，已先后有十余支部队聘请“兵妈妈”乔文娟担任
营外指导员。

1999年，乔文娟自费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战士心理
咨询辅导站”，又于2004年自费创办了“中国拥军网”，成
为互联网上的第一个拥军网站，开创了网络拥军的先
河。乔文娟爱国拥军、无私奉献的情怀得到了我军上下
的高度赞扬，2002年7月，乔文娟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树
立为全国的重点学习典型。

乔文娟爱国拥军的举动既有“红嫂本色”，又有“时代
特色”。她紧随时代的步伐拥军，在重知识、重信息的今
天，走出了过去拥军单纯重体力、重物质的传统模式，在
拥军的着眼点、手段、方式、方法上不断创新，堪称新时期
爱国拥军模范中的一个特色典型。

高新芳

高新芳在教育第一线坚持26年，她在平凡中诠释了
人生价值。教学上，她认真钻研，刻苦努力，不断改进教
学方法，积极探讨如何在提高教学成绩的同时全面提高
学生素质，多项教学成果在省、市及全国获奖，其中《强化
五个结合，提高阅读能力》荣获全国一等奖，教案《测量长
度》荣获全国教案评选二等奖。

以事业为重，26 年几乎没有请过假，生小孩的前
一天还坚持在讲台上上课。母亲病重期间利用晚上
和周末去服侍，没有耽误一节课。由于劳累过度，晕
倒在放学的路上，晚上输液，第二天坚持上课，从不
向学校提出照顾的要求。高新芳自参加教育工作以
来，基本上都是教小学一年级。面对朦胧无知的孩
子，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经常给学生擦屁股、
扎裤带、擦鼻涕、洗脸、削铅笔、喂药等，被学生们亲
切地称作“妈妈老师”。

高新芳先后获得新安县“好媳妇”、洛阳市“文
明之星”、洛阳市“百星人物”、河南省“优秀母亲”等
荣誉称号。

戴刚

1984年毕业于河南医学院医学系，1986年12月到
洛阳市中心医院工作至今。现任洛阳市中心医院神经外
科主任、主任医师，农工民主党洛阳市委副主委，政协洛
阳市第九、十、十一届委员会常委。洛阳市医学会神经外
科学会第二、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戴刚说：当医生很辛苦，做一个合格的医生就更
加辛苦了，不能按时吃饭、休息。一次，早晨上班没有
顾上吃饭，来了一位休克病人，等手术下来已经是晚
上 6 点了，本来打算回家吃饭，没想到路上堵车到家已
经是晚上 9 点多了。这种事情对戴刚这样的外科专家
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有一次他不慎被烫伤，创面
面积达 3%，疼痛难忍，行走困难，医生要求他住院治
疗，可他一想到第二天还要给病人做手术，简单处理
一下就回家了，第二天一拐一瘸地走进手术室坚持给
病人做手术。

“红包”对于医生来说是有毒的香水。每次遇到这种
情况，戴刚都会对病人家属讲：“你们来医院看病不容易，
已经给医院交了住院费，来到我们医院就是对我们的信
任，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肯定。”对于推辞不掉的“红包”，他
总是先收下，出院时这些“红包”就都变成了他们的住院
费。从医近30年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累计
退还“红包”金额20余万元。

杨峰

2011 年 7 月 13 日 14 时 50 分左右，洛阳市公安局
警务督察支队民警杨峰上班途经市唐宫东路一火锅
店门口，看到饭店内大火正在燃烧，该饭店的卷帘门
和玻璃门被炸飞到几米开外的绿化带内。此时饭店
内已有 3 个液化气罐发生爆炸，里面还有近 10 个气罐
紧贴着一幢六层居民楼的承重墙，一旦这些气罐发生
爆炸，大楼势必坍塌。杨峰同志置生死于度外，冲入
火海。当他冲入楼内时发生了二次爆炸，但杨峰同志
舍生忘死、临危不惧，成功救出一名怀抱婴儿的产妇，
并疏散其他居民迅速下楼，最终使楼内 12 户家庭 20
余位居民转危为安。

杨峰 2012 年 5 月荣获市五一劳动奖章，2012 年被
公安部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2012 年 5
月作为洛阳市公安系统唯一代表，赴北京参加五年一度
的全国公安机关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

权立彦

权立彦，男，88岁，农民，家住洛阳市洛龙区关林街
道办事处关林村，是一位令街坊邻居十分敬佩的乐善老
人。权立彦老人出生在旧社会，饱尝了社会动荡所带来
的生活艰辛，对新社会倍加珍惜，从1961年开始，老人怀
着对新社会和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坚持每天为关林庙会
广场和村里所有街道义务清扫保洁，为全村群众和来往
顾客创造良好的卫生环境。

52 年来，权立彦老人坚持义务清扫大街和关林庙
会广场，从没向村委会和各级政府申请过任何报酬。
早年，因权立彦老人居住的关林村紧邻关林庙会广
场，老人总是在庙会过后的第二天清晨去广场清理垃
圾，一扫就是一个多钟头，一个月要清扫 6 次，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风雨无阻，仅扫地用坏的扫帚就有 300
多把。

对于权立彦老人的善举，街坊邻居过意不去，常带
着水果、烟酒等来答谢，老人不肯收，群众就硬送到老
人家中。现在，因为权立彦老人年事已高，仍然坚持每
天清扫两条街道，加起来有五六百米长。他说：“只要
我身体好，能干动活，我会永远坚持下去。”老人用他
52 年的坚守方便他人、快乐自己，因此也被称为“快乐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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