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的话：志愿者，是传播文明的使者；志愿服务，是
一座城市的文明标杆。我市广大志愿者积极倡导“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用实际行动谱写着城市文明
之歌，成为我们这个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

为了大力宣传优秀志愿团队、优秀志愿者，全方位展现
我市志愿服务活动成效，让志愿者群体感受社会认可和精神
激励，引导鼓励更多人加入到志愿者行列，本报从今日起开
设“志愿者在行动”栏目。

社会广角社会广角

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商丘日报社会周刊”参与
“社会热点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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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社会正气
●关注社会热点
●引领社会风尚
●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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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写真社会写真

在商丘好人爱心早餐有一对“颜值”很高的夫妻志
愿者，90后小伙梁彭柯和妻子周慧，他们穿着红马甲
忙碌的身影在这里格外显眼，洗菜、切菜、盛菜、端
饭，小小的空间内，这对小夫妻和其他义工一起忙个不
停，就是为了能让环卫工人按时吃上早餐。

商丘好人爱心早餐是由商丘市义工联发起的免费早
餐关爱项目，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上百名环卫工人
都会来到这里吃早饭，场面蔚为壮观。“我家离这儿很
近，站在阳台上就看到这里的场景，很早就想来帮忙，
现在刚结婚，时间也充足，就带着老婆一起做起了义
工。”梁彭柯告诉记者。

梁彭柯今年 24 岁，目前在家待业；妻子周慧 22
岁，在附近一家装饰公司上班。两人今年 5月 1日办完
喜事、走完亲戚后，5月 6日就来到商丘好人爱心早餐
做起了义工。

“这就是我们的蜜月！”周慧一脸幸福地说：“蜜月
在这里度过，我们感觉很快乐；看到辛苦的环卫工人能
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我们心里很高兴。以后我们会坚持
下去，只要有时间就会过来帮忙。”周慧说，每天早上
5点多他们就来到这里，洗菜、切菜、擦桌子。

和同龄人游山玩水的蜜月相比，他俩的蜜月显得特
别而有意义。周慧说，结婚前自己以前经常不吃早餐，
起得也比较晚，她知道这是个不太健康的生活习惯，也
一直想改变。得知丈夫打算把两人的蜜月在商丘好人爱
心早餐当义工度过时，她欣然答应了。周慧的妈妈得知
女儿和女婿的决定后，非常赞同：“他们做自己认为有

意义的事，我们当家长的支持他们。”
据商丘市义工联会长李东亮介绍，商丘好人爱心早

餐是我市首家以“商丘好人”命名的免费早餐关爱项
目。此项目自去年 10月份启动以来，一直持续至今从
未间断，资金来源以市义工联“日行一善、日捐 1元”
为依托，同时采用“日包场”“周包场”“月包场”等多
种爱心包场捐助方式，每周一至周六为一线环卫工人等
群体免费提供早餐。

据了解，该爱心早餐店目前已为附近区域189名一
线环卫工人发放了免费就餐卡，就餐人数近 2万人次，
无偿发放馒头2万多个；50多家爱心单位（团体）参与
捐助，参与服务的义工有 3000多人次，捐款捐物 20多
万元。

夫妻志愿者：用做义工的方式度蜜月
本报记者 李 岩

5月24日，从首都北京传来消息，由市妇联推选的我
市蔡红杰家庭、宋静家庭、王飞家庭荣获全国“最美家
庭”荣誉称号。据了解，从 2014 年全国妇联开展寻找

“最美家庭”活动以来，我市已有7户家庭获得这项殊荣。
市妇联在全市启动寻找“最美家庭”活动以来，以

“广动员、深挖掘、寻找美、树家风”为目标，充分发挥
市、县、乡、村四级妇联组织和全市“妇女之家”等主阵
地的作用，广泛寻找“最美家庭”，大力宣传家庭故事，
积极弘扬家庭美德，传承优良家风，引导妇女和家庭在参
与中接受道德教育，在活动中提升道德修养，以实际行动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贡献力量。

扎根基层，让寻找“最美家庭”活动接地气

深入群众是寻找“最美家庭”最直接、最有利的途
径，市妇联从启动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开始便将工作重
点放在了基层。充分发挥基层妇联组织的作用，把寻找

“最美家庭”的主动权交给群众，让群众推荐评选出自己
心目中的“最美家庭”。同时，积极从“最美女性”“五好
家庭”“商丘好人”典型库中深度挖掘“最美家庭”。市妇
联召开“展最美家庭、树优良家风”座谈会，开展“最美
家庭在身边”活动，组织“最美家庭”事迹宣讲团，进社
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开展宣讲，举办家
风家训展示评议会 3183场次。利用微信、微博宣传全国

“最美家庭”王建民、刘德山等家庭的感人故事，引领更
多家庭在寻找和学习中感悟“最美”，争当“最美”。

虞城县妇联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县、乡、村妇联广泛
开展寻找活动；睢县妇联在全县“妇女之家”中开展“夸
夸我的好媳妇”“说说我的好婆婆”等各类座谈会；宁陵
县妇联开展了推出一批“最美家庭典型”，传颂一些“最
美家庭故事”，设置“最美家庭家训”宣传栏；睢阳区李

口镇妇联对推选出的“最美家庭”进行逐户走访；睢县城
关回族镇东关西村“妇女之家”开展了“最美家庭”宣讲
会等，扎根基层，发动群众，让“最美家庭”活动真正接
地气。

强力宣传，让寻找“最美家庭”活动聚人气

市妇联在寻找“最美家庭”活动中不限定形式、不设
门槛，整合资源，发挥各部门优势，号召社会各界共同参
与，通过寻找“最美家庭”唱响文明商丘主旋律。据统
计，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妇联共开办活动专题宣传栏
866个、制作宣传版报1360个，在群众聚集、人流密集地
点张贴宣传画 4000多张，形成了寻找“最美家庭”活动
的浓厚氛围。

市妇联积极与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商丘日报报业
集团、市文广新局四家单位联系，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
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的通知》，在全市广大家庭中开展
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并把寻找活动作为一项长期工作
抓牢抓实，深入挖掘、选树和宣传群众身边的“最美家
庭”及感人故事。通过网络媒体开展寻找活动，在新浪网
开通市、县、乡妇联微博 22 个，组织群众开展网上推
荐、留言、讨论等互动活动。还通过市直单位妇委会短信
平台和商丘市妇联新媒体平台，发布活动参与方式和参与
形式，动员各单位积极参与。

除利用新媒体宣传外，分别在商丘日报、商丘广播电
视台等传统主流媒体开设“最美家庭”专栏，播放寻找

“最美家庭”活动宣传片，展播家庭故事，晒出家庭幸福
照。各级妇联依托“妇女之家”设立寻找“最美家庭”活
动宣传专栏、光荣榜，利用橱窗、展板、横幅、宣传画发
布寻找信息，组织动员广大家庭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
动、说“最美家庭”故事、晒“最美家庭”照片、展“最

美家庭”家风等活动。

创新载体，让寻找“最美家庭”活动有生气

柘城县申桥乡胡庙村有一个秧歌队，为动员辖区内家
庭参加寻找“最美家庭”活动，该村妇代会组织秧歌队的热
心姐妹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宣讲“最美家庭”故事，丰富多彩、
特色鲜明的活动，多角度展示了“最美家庭”在弘扬家庭美
德、体现文明风尚、诠释幸福内涵等方面的突出事迹。

为进一步拓展寻找“最美家庭”的参与面和影响力，
市妇联创新载体，层层发动，先后召开了由县（区）妇联主
席、市直单位妇委会主任、基层妇女代表、“五好家庭”代表
参加的动员会、工作部署会和座谈会，将寻找“最美家庭”
活动纳入妇联工作要点，制订了具体实施方案，利用“5·15”
国际家庭日、重阳节、“六一”儿童节等不同节点设计开展各
种主题宣传活动，推出不同类型的“最美家庭”和“最美家庭
成员”，把“最美家庭”的寻找和良好家风的展示贯穿全年。
开展了万户家庭参与寻找“最美家庭”活动，“最美家庭”
事迹宣传进万户和畅谈家风、家训等活动。

为了进一步弘扬家风，市妇联召开“展最美家庭 树
优良家风”座谈会，发放了家风、家教书籍，分享了“最
美家庭”故事；市妇联还联合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
宣传部和市直工委在党员干部中开展“树清廉家风 创最
美家庭”系列主题活动，印发倡议书 2000 份、宣传围裙
2000条、环保布袋1000个，在全市营造了崇德向善、崇俭尚
廉的浓厚氛围。并在全市广大家庭中开展家庭故事、幸福
家庭照、家训格言、家书手札、廉政书画等征集活动，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以德齐家、以廉保家，做各行各业的廉洁表率。

市妇联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和家庭寻找“最美家庭”、
学习“最美家庭”、争当“最美家庭”，让群众在活动中唱主
角，让每一个参与的家庭充满成就感、幸福感和荣誉感。

弘扬家庭美德 倡树优良家风
——市妇联积极寻找推选“最美家庭”活动掠影

本报记者 李 岩

近日，在“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市实验幼儿园举行“我运动，我健康，迎六一”主题运动会活
动，孩子们一起参与多种运动游戏，共享运动的乐趣。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娘啊，30多年了，我终于找到您了，过些
天我一定去看您。”“孩啊，我想你想了 30 多
年，没想到老了老了，黄土都快埋半截了，咱们
一家人还能团聚。”5月 15日，夏邑县业庙乡马
兰英与失散 30多年的女儿通话时感慨万千。这
段再续的母女缘还要从夏邑县业庙邮政支局收到
的一封没有具体地址的“死信”说起。

今年3月18日，夏邑县业庙邮政支局收到一
封地址仅为“河南省夏邑县业庙乡 马兰英
（收） ”的挂号信，并且信封上未写寄件人地
址、联系方式。按照相关规定，这封信可以按照
无着邮件处理，即业内所称的“死信”。投递员
陈文涛把这一情况上报给支局局长李道欣，李道
欣仔细检查了一下信件，发现地址为手写，且字
体潦草。他叫来陈文涛、康俊唐两位投递员一起
商量，认为现在联系都是用电话、微信，极少有
用信件的，且此信为手写，寄件人一定有非常重
要的事情，他们决定尽最大努力找到收件人。

业庙乡有 5万多人，33个行政村 187个自然
村，要找到收件人谈何容易。他们抱着一个信
念，一切为了群众，再难也要去找。他们先后走
访了 33个行政村的村支书、村主任，就这样七
八天过去了，也没有打听到马兰英这个人。他们
聚在一起分析，感觉马兰英可能是个老人，村支
书、村主任可能对老人的名字不太熟悉。他们又
接着向年龄在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打听，逢人便
问，遇有线索均不放过。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
又经过多日寻找，陈文涛终于在业庙乡王油坊村
找到了一位叫马兰英的老人。

马兰英老人和老伴宿万友当即拆开了信件，
刚看一会，两位老人就非常激动，这竟然是自己
失散多年女儿寄来的寻亲信！原来 30多年前，
马兰英与老伴宿万友在西安谋生，因家庭子女较
多，当时生活非常困难，万般无奈之下，马兰英
含泪把当时年仅 6岁的女儿张晓梅送给别人抚
养。随后，马兰英一家返回老家夏邑县业庙乡生
活。回到老家后，由于抚养人地址多次变换，马
兰英一家最终失去了跟对方的联系。这一别，就
是30多年。

按照信中的联系方式，他们当即拿起手机拨
通对方号码，听到 30多年未见的女儿声音时，
两位老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哭了起
来。

记者了解到，千里之外的张晓梅随着年龄的
增长越发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见一见父母的心
情越来越迫切。然而，养父母只记得她的亲生母
亲叫马兰英，老家在河南省夏邑县业庙乡，能提
供的信息就这么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张晓梅
寄出了这样一封地址为“河南省夏邑县业庙乡
马兰英（收）”的挂号信。

业庙支局 3 名工作人员靠着一份敏锐和执
着，将这封“死信”复活，重续了这份离别了
30年的亲情。两位老人将一面印有“让我失散
多年的女儿得以团聚”的锦旗送到业庙支局，宿
万友紧紧握着李道欣的手一个劲地说“感谢，感
谢你们”。

3名邮政人员查访33个行政村

让“死信”复活 助亲人团圆
本报记者 司鹤欣 通讯员 任宝珍

关键词：【当国歌突然响起】

事件回放：5月22日晚，微博网友@军粉发布了一
段视频，一群小学生背着书包纷纷朝教学楼快步走
去，操场上突然响起了国歌，所有的孩子们全部停下
了脚步笔直地站立，向缓缓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直
到国歌奏完。

网友热议：
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听到熟悉

的国歌声，都会禁不住热血澎湃！
——晨风

从上学开始，老师就教育我们，听到国歌要立
正，参加升旗仪式要行少先队礼或注目礼，我一直记
到现在。 ——小明白

这是必须的！我们小时候学校也是这样要求的，
听到国歌时，无论在校园哪个角落，都要马上立定，
要面向国旗方向行少先队礼或注目礼，这就是强有力
的感召力，是少年儿童对祖国表达崇敬的方式。

——雪白的旋律

关键词：【93岁数学教授讲授律诗对联】

事件回放：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数学教授潘鼎坤退休
后坚守讲台，常用古诗词讲数学原理。近日，他讲解
对联诗词的对称美，认真准备好几个月，近两个小时
的报告，不用麦克风，中间不休息，没喝一口水。四
块黑板擦了写、写了又擦。他说：“只要你们愿意听，
我愿意一直讲下去。”

网友热议：
已过鲐背之年，仍坚守讲台，一敬老当益壮；讲

课从不敷衍，认真备课，卖力授课，二敬兢兢业业；
以传承唐诗宋词为己任，极尽匹夫之责，三敬文化担
当。潘老所为是一面镜子，以之为鉴，见贤思齐，则
传统文化兴盛有望，亿万国人更有文化自信。

——人民微评
三尺讲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中国古典文化

的传承需要更多像潘鼎坤教授这样的人。
——艾喝汤馆

关键词：【8旬老父日夜守病儿】

事件回放：甘肃兰州，52岁的儿子朱绪财突患重
症化脓性脑膜炎，80岁的老父亲朱令宽得知后，立即
从老家赶至医院，日夜守候在重症室门前。他哭着
说：“我现在啥都不想，我就怕耽搁了我娃我再也见不
到了……”

网友热议：
难抑的老泪纵横，噙满了忧心如焚；一声声呼

唤，定义了什么是父子情深。此情此景，让人不胜唏
嘘。儿子无论多老，在父母眼里始终是孩子。有一种
父爱比山还厚重，传承在千百年来的伦理道德中，演
绎在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里。愿绪财早日康复！

——人民微评
父母的爱伟大无私！愿天下子女能像父母照顾孩

子一样对待年老时的父母。 ——冯小蓉
无论你多大，只要父母在，你就有个依靠，有个

家。醒来吧，你的父亲在等你，别让他失望。
——布达拉

彭柯和周慧在商丘好人爱心早餐当义工 范留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