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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在大力推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同时，通过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为

发挥榜样带头作用，本报今日特推出部分荣登2020年度河南省“乡村光荣榜”和许昌市“乡村光荣榜”的先进人物事迹，以激发干部群众的热情，让农民精神

风貌不断提升，文明新风吹拂乡间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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勠力同心齐攻坚 共建幸福文明城

传播文明新风 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付家宝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在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魏武街道办
事处后街社区，23 岁的王磊杰用
自 己 的 一 言 一 行 诠 释 着 何 为

“ 孝 ”。 日 前 ，2020 年 度 河 南 省
“乡村光荣榜”发布，王磊杰榜上
有名。

11 月 9 日，记者来到王磊杰
家中采访，虽然屋子不大，但是
物品摆放井井有条，环境整洁舒
适。“作为子女，照顾好父母是天
经地义的。我还年轻，只要我踏
实 肯 干 ，日 子 一 定 会 越 来 越 好
的。”提起自己的家庭情况，王磊
杰乐观、坚定地对记者说。

命运对王磊杰这个小伙子

是不公的。王磊杰的父亲王建
伟先天性单眼残疾，母亲黄丽敏
为聋哑人。为了照顾父母和年
幼的妹妹，王磊杰初中毕业后便
挑起了养家的重担。

黄丽敏是聋哑人，为了让母
亲能和别人沟通，王磊杰就自学
手语，成了母亲的“翻译官”，让
母 亲 可 以 与 他 人 无 障 碍 交 流 。
王建伟虽然残疾，但是为了能多
一份收入，成了一名建筑工人。
王磊杰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初中
毕业后便结束了自己的求学之
路。王磊杰每天早出晚归，到离
家十多公里的市区找了一份洗
车的工作。当洗车工，最辛苦的
就 是 冬 天 。 冬 天 ，手 长 满 了 冻
疮，脚上虽然穿着胶鞋，但是经

常在水里走，冰冰凉的很遭罪，
他依然坚持努力工作。“我知道，
我累点儿父母就能轻松点儿，这
没啥。”回忆起往事，这个阳光、
帅气的小伙子乐呵呵地说。

看到哥哥的辛苦付出，王磊
杰的妹妹很心疼，多次与他商量
要辍学，也要打工帮助家里。王
磊杰深知学习的重要性，坚决地
对妹妹说：“不行，你还小，我是
男子汉，有我照顾家就行了。”为
了多挣些钱，王磊杰一边在洗车
店工作，一边做兼职，利用晚上
的时间送快递。

2018 年，王建伟因眼疾在工
地上被钢筋戳伤了大腿，住院休
养；王磊杰 70 多岁的奶奶因患脑
梗死也住进了医院。父亲不能

去工地工作，母亲也不能去医院
照料奶奶，王磊杰一边工作，一
边去医院照顾奶奶和父亲。为
了安慰家人，王磊杰经常陪他们
聊 天 儿 ，给 他 们 以 精 神 上 的 鼓
励。

除了孝老爱亲，王磊杰还是
个热心肠。在生活中他总是为
别人着想，街坊邻里谁家有什么
急事、难事，王磊杰总会主动伸
出援手、无偿帮助。社区举办的
各类公益活动，他也总是积极参
加。

“我对生活从没失去信心。”
采 访 接 近 尾 声 ，王 磊 杰 真 诚 地
说，他想借助本报，对党和政府
以及所有帮助过他们的街坊邻
里说声感谢。

河南省“乡村光荣榜”上榜人物王磊杰：

用言行诠释“百善孝为先”

□本报记者 许廷合

在长葛市石象镇杜庄村，霍瑞花的家庭小有名气。虽
然自己不幸患病，但是她的两个儿媳在照料家庭中互相帮
扶、和睦相处，在孝敬老人上更是成了村里年轻人效仿的
标杆，于日前荣登 2020 年度河南省“乡村光荣榜”。乡亲
们夸赞她俩“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们既然成了一
家人，就应该相亲相爱。作为儿媳，我们照料婆婆是应该
的。”11月 9日，面对记者的采访，吕娜笑着说。

在家庭关系中，吕娜是嫂子，2008 年过门；王彦萍是弟
媳，在 2007 年嫁入刘家。那时候，她们的婆婆霍瑞花还不
到 50岁，身体挺好。

天有不测风云，2009 年，霍瑞花突发疾病，成了植物
人。抢救过程中，医院多次下发病危通知书。医生表示，
病人即便被抢救过来，经过康复治疗，也有可能无法生活
自理。

面对高昂的医药费，王彦萍和吕娜态度坚决，不惜一
切代价抢救婆婆。在全家人的齐心协力下，霍瑞花最终度
过危险期，半年后病情趋于稳定，虽然落下了瘫痪的后遗
症，但是总算清醒过来，不仅能坐起来自己吃饭，还能简单
地与家人交流。

“我和彦萍是同龄人，有共同语言，相处
得非常融洽。”吕娜说，婆婆生病后，她们共
同承担起照顾婆婆的重任。为了不让卧病
在床的婆婆生褥疮，她们每天帮婆婆翻几次
身，经常用温水给婆婆擦洗身体。她们做这
些事得心应手，从来没有推诿过。

近 12 年悉心照料的日子，既铭刻着妯娌
俩的辛劳付出，也见证着有难同当的脉脉温
情。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婆婆经常大小便失
禁，但无论春夏秋冬，只要发现婆婆的衣服、
被褥脏了，吕娜、王彦萍都会及时清洗，把婆

婆和房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
如今，她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原本的六口之家

变成了有 11 口人的大家庭。“公公年纪大，婆婆身体不好，
家里的壮劳力外出工作赚钱，我和嫂子就得照顾好家。”王
彦萍笑着说，她们没有明确分工，有时一个人负责照顾两
位老人，另一个人负责照看两家的孩子。孩子们快乐地生
活在一起，也是犹如亲兄妹。

妯娌俩贤惠、孝顺，乡亲们都看在眼里，把她们当成榜
样。王彦萍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分内事。她表示：“经营好
家庭、照顾好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谁都有爹娘，婆婆也
是妈，孝顺老人是晚辈的福气。老人不在了才是子女最大
的遗憾。我这辈子不想有遗憾。”

一对好儿媳争相孝老爱亲，让婆婆霍瑞花既感动又内
疚：“都怪得了病，没法给孩子们帮忙。但俺这俩儿媳，可
真是比闺女都亲。”

河南省“乡村光荣榜”上榜人物吕娜、王彦萍：

一对好妯娌 两个好儿媳

□本报记者 刘晓敏

“照顾好弟媳是我自愿做的，谁让俺俩进
了一个婆家门，是一家人啊！”11 月 9 日，提起
三年多来一直照顾残疾弟媳的事，襄城县十里
铺镇坡张村村民李秋连朴实地说。

现年 64 岁的李秋连是襄城县十里铺镇坡
张村四组人，是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她本人
患有轻度脑梗和多种慢性疾病，但是，三年多
来，她悉心照顾弟媳的事迹，却感动着十里八
乡的村民。也正因此，她在市文明办联合市直
相关部门开展的河南省“乡村光荣榜”人物宣
传选树活动中，荣登 2020 年度河南省“乡村光
荣榜”。

李秋连的弟媳李军红，现年 47 岁，肢体一
级残疾，四肢僵硬，生活不能自理。2017 年年
初，李军红的丈夫患病去世，本就生活困难的
李军红变得无依无靠。

万般无奈下，李秋连和丈夫刘大伟决定把
弟媳送回娘家，想让她的娘家人照顾她，不想，
却遭到拒绝。

面对这种情况，李秋连和丈夫毅然决定把
弟媳拉回自己家，由李秋连来照顾她。从此，
李秋连就像对待亲妹妹一样，悉心照顾李军
红：一日三餐，喂水喂饭；洗衣洗澡，事无巨细；
晚上帮她脱衣睡觉，早上帮她穿衣洗脸，定时
给她理发洗头、剪手指甲和脚指甲。

李秋连告诉记者，李军红四肢僵硬，胳膊
不会打弯，每次帮她穿衣、脱衣都非常困难，搞
得自己满头大汗；甚至平时上厕所还要帮李军
红擦屎，有时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搞得脏兮兮
的。就这样，李秋连也从没说过一句怨言。

“有一次秋连嫂在给军红喂饭时，军红老
是摆不对姿势，无法把饭喂到嘴里，秋连嫂就
想着把她从椅子上搬到床上再喂饭，但秋连嫂
也是 60 多岁的人了，胳膊腿也不是很灵活，一
不小心，妯娌俩就同时摔倒在地。两人磕得脸
上青一块，紫一块，腿上、胳膊上也都磕出了
血。”村民侯珍告诉记者，但最后李秋连硬是把
李军红弄到床上，给李军红擦洗干净，喂了饭。

“像这样的事也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了。”李
秋连告诉记者，去年冬天的一天，大雪过后，地
上结冰，军红要上厕所，李秋连就推着她去。
在回屋的路上，轮椅怎么推也推不上去，脚下
一滑，李秋连跌倒在地，当时膝盖就磕得顺腿
流血。

“如果没有秋连嫂无怨无悔的照顾，恐怕
早就没有军红这个人了。”“像秋连这样好的嫂
子，十里八村都难找。”提起李秋连，村民纷纷
夸赞。

李军红家是襄城县十里铺镇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前不久，在协议约定兜底人员及特困
户工作中，李秋连动员丈夫主动签订了赡养弟
媳的协议。如今，在李秋连的精心照料下，李
军红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脸上出现
了久违的笑容，原来僵硬的四肢也比以前舒展
多了，能够用脚指头开关电视机，收看电视节
目了。

河南省“乡村光荣榜”

上榜人物李秋连：

照顾弟媳
不言悔

□本报记者 孔刚领

“过去有些人流连于酒桌、麻将桌，现在这些陋习基本
看不到了，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了。”11 月 8 日，记者到长
葛市后河镇闫楼村采访时，该村村民闫惠敏说，“村里风清
气正，多亏了俺村支书闫东锋！”

闫东锋现任该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他说：“乡村振
兴，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以文育人，以德润身，文
化铸魂，培育乡村新基因。”

2014 年年底，闫东锋受电视节目启发，决定元旦前夕
举办全村首届农民运动会，鼓舞振奋士气。为解决群众关
注度不高的问题，他先从县城请来轮滑老师，利用晚上的
时间，在文体广场免费教孩子轮滑，引来了全村孩子的兴
趣，并拉着家长参与其中。随着围观的、参与的群众逐渐
增多，条件逐步成熟，闫东锋又打出了“闫楼村全年中心目

标工作动员会暨首届农民运动会”的条幅，把运动会开成
了一次村民大会，动员全村党员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聚
起一鼓劲，激发了闫楼村上下干事创业的热情。

闫东锋将废弃的村小学改造成全省第一家“百姓食
堂”，打造可容纳 500 多人就餐的大食堂，免费供村民举办
各类喜宴。闫楼村的做法得到国务院食安办的充分肯定，
要求进行全国推广。闫东锋还带头捐款筹资，修建了文化
广场；发动党员群众募捐，建立了精准扶贫爱心超市；协调
在外务工村民回乡投资创业，谋划了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实现了村集体收入“突破零”，村集体项目与大森机电公司
进行“村企联建”，为闫楼发展“装上了造血器官”。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这项系统工程的重要一环，闫东
锋大力倡导文明风尚，在党员干部中开展“十问十答”活
动，引导党员牢记宗旨，不忘初心；开展“践行‘一编三定’
工作法，争做燕振昌式好党员”评选活动，引导党员拉高标
杆、争当先锋；在村民中开展“十星级文明户”“美丽庭院
户”评选活动，引导党员干部群众多为村里办实事、好事。
该村每年定期举行“十星级文明户”表彰、孝道文化生日
宴、大学生表彰、退伍军人联谊会、趣味运动会等各项活
动，使村里风气得到提升，党群关系更加融洽。

日前，2020 年度河南省“乡村光荣榜”发布，闫东锋榜
上有名。他表示：“下一步要再接再厉，培育文明乡风，让
村民富起来、乐起来，村里环境美起来。”

河南省“乡村光荣榜”上榜人物闫东锋：

乡风文明的领头人

□本报记者 孔刚领

“盛保安退休后，10 年如一日，坚持为家
乡的建设增砖添瓦，为倡导乡村文明发挥余
热，是一位可敬的老人。”11 月 7 日，记者到
襄城县颍阳镇后郑庄村采访荣登 2020 年度
河南省“乡村光荣榜”的盛保安时，该村干部
对其赞不绝口。

该村村民刘大月告诉记者，以前村民文
化生活比较贫乏，老人、孩子平时活动没场
地。盛保安看着眼里，急在心头，寻思着在
村里建一个文化广场。他的想法得到村“两
委”的支持后，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筹资
16000 元，建起了 288 平方米的小文化广场，
之后，镇政府又对广场进行扩建提升。如
今，该村群众的文化生活非常活跃，活动丰
富多彩。

盛保安说，过去村里有些人对家中老人
不够关心，老人显得很孤独。为解决这个问
题，他反复思考，寻求办法，最终决定在村里
建立戏迷乐园，通过一些经典戏曲教育群
众、传递正能量。他自筹资金 2000 多元购置
了腰鼓、服装、锣鼓，建起了腰鼓队、舞蹈队、
戏迷乐园。每次开演之前，他先对村里的好
人好事进行表扬，尤其是孝老爱亲这方面，
弘扬孝道文化。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村
民关心、照顾老人，孝老敬老之风劲吹。

几年前的一天上午，天刚下过雨，盛
保安坐在大门口休息，该村一位 80 多岁的
老 人 拄 着 拐 杖 ， 深 一 脚 浅 一 脚 艰 难 地 走
着。盛保安迎上去问：“路上这么多泥，你
这 是 去 干 啥 哩 ？” 老 人 说 ：“ 去 谭 庄 买 点
药。”盛保安让老人坐在他家门口等着，立
即去帮他买了药。当天，盛保安脑海里就
产生了修路的念头。村上经济困难，他就
自力更生，拿着铁锹修路，把泥坑水坑垫
一下，就这样坚持修路八年，直到村里修
了水泥路为止。

“盛保安是个‘爱管闲事’的老人，想
方 设 法 弘 扬 孝 善 文 化 ， 村 里 风 气 得 以 转
变。”村民们说。村上的丧事，盛保安总是
积极参与，宣传孝善文化，教育村民在老
人生前多尽孝，死后不大操大办。

“我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让每
一个晚辈都能尽一份孝心，让那些花甲、古
稀、耄耋老人们晚年幸福、身心健康、欢度晚
年。”盛保安如是说。

河南省“乡村光荣榜”

上榜人物盛保安：

老骥伏枥
余热生辉

①吕娜（左一）、王彦萍（右一）正
在给婆婆梳头。 许廷合 摄

②71 岁的盛保安在平整村里的小路。
孔刚领 摄

④闫楼村组织的舞狮队正在表演，丰富了群
众文化生活。 孔刚领 摄

⑤工作中的王磊杰。付家宝 摄

③建安区五女店镇桃杖村的钱美
鸽利用镜头记录生活，不经意间成了“网

红”，“圈粉”200多万。成为“网红”后，她充
分利用网络，帮助村民销售各种农产品，带动村

民致富。同时，她孝顺老人，和睦乡邻，积极参与孝
老爱亲活动，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广泛好评。由于成
绩突出，在2020年度许昌市“乡村光荣榜”人物宣
传选树活动中，钱美鸽荣登许昌市“乡村光荣
榜”，被授予“好乡贤”荣誉称号。图为钱美
鸽正做直播，帮乡亲们卖辣椒。

刘晓敏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