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嵩县车村镇明白川村，住着 72 岁
的裴文学。多年来，他践行了“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的传统美德。多年来，他孝敬5
位非亲老人的善举被传为美谈。近日，他
当选2013年度“洛阳十大孝子”。

“做人不能忘本”

因为家穷，裴文学儿时就被父母送给
他人。他辗转3家，最后被送到裴家。

刚到裴家，裴文学身体很弱，肚子胀
得像小鼓，邻居都说这孩子不好养活，但
养父裴中秋坚持四处求医讨偏方。在裴
家细心呵护下，裴文学身体渐渐好转。

初中毕业后，裴文学在村里做起了乡
村医生。当时很多人鼓动他外出谋事，他
总是说，长辈年纪渐大，需要照顾，不能撇
下他们不管。

在他从医的 40 多年里，每户村民家
他都去过，仅药箱就背坏了 10 多个。
2002年，裴文学从村卫生所退休后，除照
顾家中的老人外，还义务为村民看病。

裴文学说：“是这个村子收留了我，如果
没有养父母，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要用自
己的能力去回报大家，做人不能忘本。”

“不能看着他们不管”

1965 年，裴文学的奶奶得了肠结核
病，生活不能自理，23岁的裴文学晚上和
奶奶睡在一个床上，奶奶一不舒服，他就
立即起来招呼老人。他还利用业余时间
查资料、寻偏方，为奶奶医治病痛。

6年间，裴文学以常人没有的耐心侍
候奶奶，直到老人73岁去世。之后，他的
大舅梁富，无儿无女，70岁时患上心脏病，
裴文学便主动和老人住在一块儿，端吃端
喝，直到3年后老人病故。

裴文学的二舅梁常有一个女儿，住在
其他村子，可他不跟女儿住，非要跟着裴
文学。他对裴文学说：“你靠得住，俺就跟
着你。”从 1980 年起，裴文学整整养了他
28年。梁常于100岁时病故。

“虽然两个舅舅是养母老家的叔伯兄
弟，但他们身边没亲人，我不能看着不
管。只要有我口饭吃，就有他们一口！”裴
文学说。

“为他们养老送终是分内的事”

1999 年，养父裴中秋患上高血压和
心脏病。为了有效控制养父的血压，裴文
学坚持每天给养父熬药。经过一年多的
调理，养父的病情明显好转。

2000年的一天，养父说到村后割猪

草。裴文学心疼养父，不让他去：“你年纪大
了，万一有个好歹咋办？你在家歇着吧！”

可是，养父执意要去，挎起竹篮就
走。不一会儿，村里人叫嚷着跑到裴文学
家：“你爹栽倒在地里了！”裴文学赶紧跑
去把养父抬回家。养父流着泪说：“这辈
子有你这个儿子，值了！”此后，裴文学昼
夜不离床榻，直到养父病故。

2010 年春天，裴文学的养母不小心
摔倒，卧床不起。一年多来，裴文学每天
早起给养母穿衣、洗脸、换尿布，7时准时

喂饭、喂药，10 时喂奶粉，晚上陪养母说
话、按摩……2011年，养母离开了人世。

裴文学说：“从小，养父养母把他当亲
生儿子一样。为他们养老送终，是俺分内
的事。”

如今，年过古稀的裴文学和老伴在家
里，干干农活，日子过得很清闲。他的儿女
都很孝顺，每逢周末都会回家看望老两
口。受到裴文学的感染，村里敬老爱老蔚
然成风。

本报记者 王晓丹/文 通讯员 裴东洲/图

裴文学：孝敬非亲老人，是我分内的事

从 1994 年起，亢社欣义务参加交通
事故救援 800 多次，救助伤员 800 多名。

“一个人的义务救援队”，他坚持了 20
年！经过媒体报道，他的事迹逐渐被人们
熟知，但他是如何坚持在义务救援这条路
上走下去的，内心有什么想法？记者带您
去听听亢社欣的心里话。

记者：这些年，您几乎把所有精力都
投入到了交通事故义务救援和交通隐患
排除上面，感觉有什么得失？

亢社欣：老实说，最大的“失”是在经
济方面。咱会开车、会修车，如果凭着手
艺，一年也能挣不少钱。但是我没把钱看
太重，现在靠着经营一家小超市，生活没
啥问题，我还是挺满足的。

要说最大的“得”，是让我获得了更多
的信任和支持。每次我去事故现场救援，
别人都对我很放心。我反映的几个事
故隐患路段，也在媒体的帮助下得以改
造，让我很有成就感。几十年坚持做着
的事情获得了社会的肯定，让我感觉活得
很踏实。

记者：您以前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亢社欣：咱是农民出身，1982年前一

直在市区打工，后来因为收入不够养家糊

口，就贷款买了辆旧货车。我先给建筑工
地运砖，后来在全国各地跑长途。

在外跑长途，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
见得多，心里有后怕。我想做些安稳的
营生，就在洛常路大杨树段开过一个小
饭店、一个修车铺，为过往的司机提供
服务。

记者：怎么想到去参与交通事故义务
救援？

亢社欣：我小时候上学那会儿提倡
“学雷锋”，小孩儿走在路上，有陌生人骑
自行车路过，都很乐意顺路捎上一段。“帮
助别人不计回报”的观念对我影响很深。

1992年6月，我在四川达县山区的公
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我在那里人生地不
熟，但是在我等待救援的时候，当地老百
姓给我送饭、帮忙看车，让我很受感动。
那次在四川达县的经历，更是让我一直心
存感激，让我也想帮助别人。我的店开在
路边，附近发生交通事故了，我都会去救
人。

后来为了能够更快赶到现场，我干脆
申请在自家店门口设置了交通事故快速
抢救报警点，接受群众的交通事故报警。

记者：熟悉您的人都知道，您不但在

听说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赶去救人，还从
交通安全角度对道路改造建言献策，这些
经验是怎么来的？

亢社欣：最初，我也没啥救援经验。
有一次赶到现场，事故车辆的车门被挤
扁，司机困在车里出不来，可我手头也没
有合适的工具，没能把人救出来。我这
个人认死理儿，要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
好。所以我就不断在实践中学习救援知
识，自己去买些旧货制作救援器材、装备
救援车辆。

因为精力有限，后来我就关闭了家里
的饭店和修车铺，让老伴开了一个小超
市，自己全心忙救援这些事。参与的多
了，经验就丰富了，现在到事故现场一观
察，我就有救援方案了，对道路改造提建
议也是因此。

记者：以后有什么打算？新的一年有
什么愿望？

亢社欣：小车不倒只管推，现在我做
的事情，我会继续做下去！

交通事故救援中，时间就是生命，但
是我发现人们在报警后大多不会去自发
抢救伤员。现在我年龄大了，逐渐有力不
从心的感觉，希望职能部门能够鼓励人们

自发就近救援，也希望有更多社会力量学
习科学的救援知识，自发投入到义务救援
的行列中。

本报记者 郭秩铭 通讯员 郑豆豆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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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29 日
下午，今年58岁的洛龙
区白马寺镇董村村民
亢社欣，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参加了由中华见
义勇为基金会、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主
办的第十届“昆仑奖”
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
雄司机评选表彰大会，
荣获“全国见义勇为英
雄司机”称号。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 实习生 石玲玲 通讯
员 葛四层）因九都路改造提升工程慢车道施工需
要，从明天起，九都路与金业路交叉口的北路口将
封闭。

九都路改造提升工程指挥部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九都路与金业路交叉口的慢车道正在施工，从明
天起，此处北路口将封闭施工15天，南路口放行。

另外，58路公交车运行线路从明天起作如下调
整：从白马寺发车，沿原线路行至中州路与金业路交
叉口后，改走中州中路、定鼎南路至洛阳桥、龙门大
道恢复原线路运营。

58路公交线路微调

九都路金业路北路口
明起封闭

本报讯（记者 戈晓芳 通讯员 姬鸿丽）昨日从
市气象局了解到，从今年元旦起，我市9个国家级地
面气象观测站的气象观测全部从“人工模式”升级为

“自动模式”。今后洛阳地区的气温、湿度、风向、风
速等气象状况的数据，均由双套新型自动气象站自
动采集。

从今年开始，市气象局对我市9个国家级地面
气象观测站观测业务作重大调整，增强了气象卫
星、天气雷达、闪电定位仪、自动气象站等设备观
测资料的综合应用能力，优化了国家级气象观测
台站云观测项目布局，保留了能见度和雨、雪、冰
雹、雾等21种天气现象观测，取消了与预报服务需
求和观测自动化不适应的烟幕、极光等13种天气现
象的常规观测。

调整后，地面观测场全部实现自动化观测，自动
观测资料传输频次提高至目前每10分钟1次，实现
实时传输。目前，我市还有260多个无人值守的区
域自动观测站，同时在龙门山上新建的新一代多普
勒天气雷达也已运行。

市气象局相关人员表示，自动观测仪器的全面
启用，将使观测出来的数据更为准确，可有效增强我
市气象探测服务能力，提高气象预报的准确率，使其
在防灾减灾工作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气温、湿度、风速等实现实时传输

我市气象观测
启动“自动模式”

本报讯（记者 王蕾 通讯员 赵梅香）昨日从市
工商局获悉，经过近5个月的升级改造，省工商局灾
备中心昨日在洛阳正式挂牌运行。

市工商局信息中心负责人介绍，灾备中心是信
息化时代防范灾难、降低损失的重要手段，其作用在
于，一旦省工商局的数据库信息因不可抗拒因素遭
受破坏，可及时通过灾备中心的备份数据库恢复相
关数据。2008年，河南省工商局开始对灾备中心选
址，最终确定将灾备中心放在洛阳建设。

2013年8 月，省工商局投入 80 万元对灾备中
心设施进行升级改造，目前已基本完成了防雷系
统、UPS供电系统、环境监控系统、门禁系统、视频
监控、综合布线、装饰装修和网络设备等 8 项工程
建设，灾备中心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各项设施运
行良好。

省工商局灾备中心
落户我市

问：如何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答：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
求，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
益的主要途径，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
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政府为主导、鼓
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坚持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
展，坚持把建设的重心放在基层和农村，统筹规划、
加大投入、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着力完善农村和中
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着力增强公共文化产
品供给能力，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基本文化权益问题，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

当前，要大力加强重大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认
真组织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农村电影
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公共文化服务工程。要建立
健全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充分发挥现有文化设施作
用，积极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加大产业支撑和市场
供给力度，增强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要
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创新文化服务方式，创新
公共文化服务技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

（龚雯）

如何加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小车不倒只管推我会继续做下去！”

坚持20年交通事故救援，洛阳人亢社欣近日获评
“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机”。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亢社欣和他的事故救援车亢社欣（中）载誉而归

年过古稀的裴文学闲暇时会养养花

2013年12月31日上午，亢社欣
从北京载誉而归。他在洛阳龙门站
参加了安乐派出所为他举行的简单
欢迎仪式后，便匆匆赶回家中。在
家里等待他的老伴，已经给他煮好
了一大锅面条。

坐在一个约 10 平方米的小超
市里吃着面条，旁人很难把这一朴
实的画面和一个刚刚获得全国大奖
的人联系起来。但也正因为这份朴
实，才让亢社欣成为一个知恩图报、
认死理儿、知足常乐的人。

其实，茫茫人海中，和亢社欣一
样有着见义勇为品格的不在少数。
他们平凡而又伟大，不愧为时代的
英雄、社会的楷模。

1983年，乡村小学教师王四倍离开执
教多年的学校时，曾对学生们说，等有一
天老师家里生活问题解决了，一定会再回
到这里教书。29年后，王四倍重新回到学
校，成了一位义务教师。

今年 68 岁的王四倍，是伊滨区诸葛
镇东棘针社区人。他从小练习书法，在当
地小有名气。

1972年，王四倍进入当时的东棘针村
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给孩子们上语文
课。此后的 10 余年间，他送走了一批又
一批毕业生。可是，由于那些年教师收入
微薄，他家一直过得很艰苦。

1983年，王四倍辞去教师工作，外出
打工谋生。他准备离开学校时，很多学
生围在他身边挽留。“老师舍不得你们，
等将来老师家里生活问题解决了，一定
会再回到这里教书。”王四倍对学生们承
诺。

随后的 20 多年里，王四倍到新疆打
过工，又回到家乡办起了小型食品加工
厂，为了生计忙碌奔波。

经过多年打拼，王四倍家中逐渐富
裕起来。没有了生活压力，他开始惦记
着自己当年的诺言——什么时候能回到
东棘针小学教书。

2012年1月的一天，王四倍当年的学
生、现为诸葛镇东棘针社区干部的许安星
到家中看望他时，王四倍说出了自己未了
的心愿。

“咱学校就缺个教孩子们书法的老
师。您字写得好，回到学校教孩子们书法
正合适。”许安星的话让王四倍打消了顾
虑。2012年3月，东棘针小学一开学，王
四倍开始到学校义务教学生们毛笔、钢笔
书法。

尽管一周只有半天课，但是王四倍
教得很认真，也很耐心。他说，现在有
些年轻人提笔忘字，也有一些人字写得

不好。学习汉字书法有助于孩子们陶
冶情操，同时，如果孩子们写一手好字，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也能给自己加
分。

“我也曾是王四倍老师当年的学
生，如今老师又回到学校教孩子们书
法，这种信守诺言的精神令我感动。”东
棘针小学的语文老师许小波说。

东棘针社区的一些居民也说，一位68
岁的老人，仍能记得多年前的承诺，再次
回到学校里教孩子们书法，确实令人敬
佩。

本报记者 王蕾 通讯员 倪俭康

29年后，他兑现了当年的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