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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 力量
致敬 英雄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一个个闪耀的名字，书写了新时代的凡人善举；一桩桩感人的事迹，彰显着道德的伟力。
他们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尽职守、舍己为人，暖人心、扬正气。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道德模范。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我们以盛恩利、刘刚、刘志岩、徐俊、袁春梅五名道德模

范先进事迹为题材，创作了系列文学作品。他们中既有全国、全省道德模范，也有眉山市道德模范；有长期奋战在一线的工人、基层
党员干部，也有默默耕耘的文化工作者……让我们一起汲取道德的力量，倡导好风尚、弘扬正能量，做奋斗的前行者、社会的引领者。

□郑晴霞

“书籍是甜的。”一手执书本，一手握
话筒，站在孩群中，热情洋溢声情并茂地
演讲——26年来，说起眉山市东坡读书会
会长袁春梅，大家头脑里不约而同都会浮
现出这样的形象。在她的笔记本上，有一
句她最喜欢的话：世界因我更美丽。一如
她推广阅读的初衷：希望这个社会充满书香
充满爱，处处和谐而美好；希望每一个孩子
有书读爱读书，童年都充满快乐。

1996年，袁春梅和丈夫东拼西凑，想尽
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开起了书店。“我
们要让眉山人读更多好书。”袁春梅说。从
那时起，她就不余遗力地推广全民阅读，每
月带着书籍去20多个农村学校，开展不同
形式的读书活动，引导孩子们爱上阅读。

阅读推广点灯人，分享书香传爱心

为了将公益读书推广做得更专业更高
效，袁春梅在2004年发起成立了东坡读书
会，2015年由东坡区团委牵头在区民政局正
式注册。目前，她的团队有诗人、作家、教师、
学者等阅读推广志愿者100余人，在群团中
心、社区、企事业单位、农村学校、特殊学校、
福利院、军营、看守所等地，长年持续开展着
各种形式的阅读推广志愿服务活动。

“苏东坡的成功离不开父母的正面引
导。”袁春梅说。2022年7月5日，眉山购书中

心四楼的东坡大讲堂里，“学习苏门家训，传承
东坡文化”红领巾假期陪伴成长营公益课趣味
开讲。东坡区青少年作协主席、眉山市青少年
作协常务副主席、眉山市阅读推广优秀志愿者
郑晴霞带着孩子们，一起朗诵苏东坡的诗词、
故事，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苏门家风，学习东
坡文化。这样的公益活动，每个周末、每个节
假日，东坡读书会都会开展。

2017年，东坡读书会与共青团东坡区委
共同举办、东坡区作协主席彭晓兰主讲的“牧
心?经典诵读”亲子阅读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东坡读书会立足东坡文化，积极开展“东
坡文化课”“东坡小诗人”“东坡大讲堂”等内
容丰富多彩的公益活动，以此让城市文脉得
以赓续传承。

一本好书，让留守儿童不再孤独

2018年元旦前夕，城区20个多个小区门
口突然出现的蓝色捐赠箱，吸引了来来往往
的居民，一本本闲置书刊被逐一投放箱内。

“农村娃的阅读推广链向上游延伸了一
步。十多年前我就开始意识到，农村偏远地
区的留守儿童和困难学生更需要阅读。”袁

春梅回忆，“我和几位儿童作家常去农村调
研，每到一所学校，都会和孩子们聊天。”

“你们都看过哪些课外读物呢？”在某小
学，全场孩子一片默然。

“爸爸妈妈给你买课外书吗？”又是一片
沉默。

……
“农村孩子的课外阅读情况不太乐观。”

调研组完成了一份500多页的调研报告，数
据触目惊心，大部分孩子六年时间，甚至一
本课外书都没看过。“他们不是不喜欢读书，
而是无书可读，也不知道读什么书，更不知
道怎么读。”袁春梅感叹道。

2018年6月16日，车辆厂小学一个五
年级学生带着一大叠自家闲置书，走进了袁
春梅办公室：“袁老师，我想把这些书捐给有
需要的同学。”那一刻，袁春梅不禁潸然泪
下。她说，这种感觉就像无意间播下的一粒
种子，突然有一天，你看到它破土而出，生根
发芽……

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我也要去！

2016年，东坡读书会承接了市、区文明

办采购志愿服务项目——到51所偏远农村
学校为2万余名学生开展读书推广活动。每
次活动都购买大量图书，作为奖品送给孩子
们，付出的费用远远超出项目购买经费，袁春
梅也在所不辞。这样的活动至今仍在延续。

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在市、区精神文明办公室的支持下，她
带领东坡读书会的30余名党员志愿者走进
市福利院、象耳初中、太和小学等二十多个
单位，开展了30多场党史公益巡讲。

多年来，在袁春梅的带领下，东坡读书会
几乎走遍了东坡区的每一所幼儿园、中小学，
包括边远的农村学校，还服务了其他区县100
多所学校，惠及学生、家长、老师等群体达20
多万人次。每年投入到公益读书活动上的经
费就达20多万元，加上其他公益慈善活动投
入，每年投入公益活动经费总计30多万元。

有一次，她准备到丹棱县王场小学举行
读书推广活动。有位志愿者说：“这所仅50
人的学校偏僻，道路正在维修，只能坐摩托
车前往，你去不去？”“去，必须去！哪怕只有
一个学生，我们也要去。越是偏僻的地方，
孩子们越需要帮助，哪怕是走路，也要把书
送到孩子们手里。”

有人对她说，需要帮助的孩子太多了，
你是帮不完的。“不做永远都是零，做了总比
不做好！”袁春梅语气坚定。

她将一如既往做一名最美的先进文化
传播者，奔走在阅读推广的路上，永不停息。

□许岚

让文物说话，是你年少的梦想
江口沉银，你《考古公开课》的讲台

五万多件文物，执子之手
陆续发掘，浮出谜面
岷江流传了三百多年的传说
从此还真相于天下

你的特长，是水下海洋考古
临危受命
负责“江口沉银”的文物挖掘和抢救工作
从此，青春和热血都在这里驻守
围堰考古现场，这一主战场
它开创了我国内陆河流考古的先河
也打开了你考古生涯的第一缕芬芳

每天第一个到达阵地，最后一个离开
你和时间赛跑，主动放弃节假日
打破连续工作98天的记录
为的是多抢救一件国宝
即使是疫情肆虐，你也不曾退缩半步

“蜀世子宝”碎成了四块，分布在三个区域
当你把它们拼合成金印
时间分明看见
你的双手颤抖得多么厉害，你的热泪如雨盈眶
时间分明听见
你的热血奔涌如潮，你的心多么清澈响亮
每一件历史文物出土的背后，哪一件
不是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不是一场
你穿越时空与文物和历史的对话

你带领一群年轻的博士、硕士
文能啃大部头专业书籍
武能在野外发掘脸不红心不跳
大家披星戴月手握一把“锄头”
让“江口沉银”的传说变成现实
让彭山江口和四川历史与公众愈近
让越来越多的文物次第醒来，开口说话

□张良

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金川，因境内河
流大金川得名，而“塞上江南”“嘉绒故土”“中
国雪梨之乡”“东女国”在这里生发，被誉为四
川阿坝州的小江南。

此次金川之行是对眉山市第五批对口帮扶
金川县工作队干部的走访。我们选择了汶川—
映秀—理县—米亚罗—马尔康—金川这条线
路。欢哥是第三批援助小金县的眉山干部，一
辆QQ车载着他在这条道路上蜗行往返两年，
挥洒了青春激情，也受过苦难岁月的洗礼。

援藏干部徐俊驱车二十公里迎接了我
们。从眉山到金川，1000多里的距离，
1000多个日夜。自2017年5月，徐俊任独
松乡嘎伍岭村第一书记以来，为村子干了
不少实实在在的好事，诸如开设网店卖山
货，找到销路助民增收；修建钢筋混凝土大
桥，拓宽 14个盘山村道“回头弯”；做好思
想工作，使干部群众焕发新面貌等等。援
藏工作期满后，再次申请驻村两年，并动员
妻子携刚上小学的儿子一起援教金川县。
如今，嘎伍岭3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全部
脱贫，村子也成功摘掉了贫困帽。

入夜时分，我们到达金川县城。驻村工
作队的宋福坐在我身边，“我不求干什么大
事，只能为全村百姓干那么一点点实事。”我
知道，这不仅是宋福的心声，也是眉山市88
名援藏干部的生动实践。

脱贫攻坚，念兹在兹，唯此为大。援藏是
心灵之旅，也是艰苦之旅，更是收获之旅。做
金川人、说金川话、做金川事，他们脚沾泥土沉
淀真情，用脚丈量金川的每一寸土地，把一件
件实事做在老百姓“家门口”“心坎上”。

6月的阿坝高原阳光灼热，金川河谷两岸
绿意葱茏。“开办‘嘎伍岭一家亲’网店，让老百
姓的钱袋子鼓起，这是2018年的探索。”从金

川县城前往嘎伍岭村的路上，徐俊打开了话匣
子，嘎伍岭上绿色生态的松茸、虫草、高山土
鸡有不少，有品质，也有卖相，但如何走出山，
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常常萦绕在脑海。
去年，村上300亩红脆李初挂果愁销路，徐俊
通过电商找到了贵州老板，一次就拉走全部的
9万多斤，近20万元的票子揣进村民包包。现
下，“嘎伍岭一家亲”网店的产品深受全国各地
客户青睐，单是土鸡每斤就可以卖上38元的
好价钱。因经常奔走在农家户“收鸡上网”，大
家都亲切地称呼徐俊为“收鸡书记”。前卫的
营销理念和方式不仅打通了山村与外界的壁
垒，走出了一条致富道路，更教会了嘎伍岭村
民如何销售家乡特产。

正是车厘子丰收时节，一棵茂盛的白杨树
下，有一块近9平方米的空地上，李红梅、刘家
树、唐红军几位果农忙碌着。公路对面是一片
车厘子林，时有驾车的过客笑容满面走进林
子，亲自采摘体验后，一笔生意很快就完成。
每天10时许，一辆绿色邮政快递小车来到这
里，将一箱箱车厘子、土鸡、土鸡蛋等特色农产
品装车送往县城，再由物流公司发往全国各
地，乡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全面打通。

我们继续向嘎伍岭村行进。该村位于金
川县以南20公里，平均海拔2500米，属于典
型的高半山深度贫困村，交通十分不便。从独
松乡到嘎伍岭村，一座铁索桥守护着这座村
子。桥面是用钢板铺成的，一条条锁链锈斑点
点，青苔爬上桥柱。河水湍急奔腾，桥是连接
外界的唯一通道。2018年9月，徐俊向上争
取项目资金140万元，在嘎伍岭村头铁索桥往

下两公里的船头湾，建起一座钢筋混凝土大
桥，这座新入村通道于2019年6月正式启
用。天堑变通途，74岁的残疾贫困户季云海
说：“我真没想过，这辈子还能走上一座宽4
米、能供载重型卡车通过的现代化大桥。”

我们小心翼翼地过了桥，映入眼帘的是一
条挂在山壁上的悬崖路。20里的路，14道“回
头弯”，不禁人心惴惴。徐俊说，“第一次来村
上报到时，乡上同志专程开车送我，路过这条
悬崖路的时候，我紧张得衣服都湿透了。”

不做走马观花的“过客”是他的坚持。小摩
托、大情怀，两个月时间，他骑着摩托把嘎伍岭
145户村民走了个遍。群众反映的“丁丁点”事
情，他都放在心上。两年间，徐俊在嘎伍岭村跑
了10万余公里，跑废了一辆小摩托，跑出了一
条致富路，为村里的扶贫产业打开了局面。

中午时分，我们沿着盘山水泥路驱车来
到二社李益兵的农家院。典型的藏式建筑，
灰白色石头墙体，两层楼房，座顶改造成汉式
造型，红色小瓦铺盖，八角飞檐高挑。屋檐下
挂着成串的玉米和辣椒，正房、厨房、卫生间
和澡房一一俱全。

走进厨房，李益兵夫妇忙碌着张罗午饭。
无烟洁净的灶台用白色瓷砖贴面，擦得干干净
净，拧动点火开关，淡蓝色的火苗呼呼燃起。

“沼气灶具的使用，许多藏家告别了烟熏火燎
的‘土灶房’。”李益兵笑逐颜开地说，“按照徐
俊书记设计，把庭院重新布置下，准备搞个农
家乐。”眼里流露出的是对未来的信心和美好
生活的憧憬。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嘎伍岭，

看得见的变化实实在在，看不见的变化也在
悄然萌发。

“钱袋子鼓起来，好房子住起来，好习惯
还要养起来。”徐俊说，每家每月只挂一个小
牌牌，让大家自己动手，打造宜居舒适的村
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如今，嘎伍岭村一栋栋
整齐漂亮的农村小别墅散落村野，平坦干净
的水泥路连接家家户户，百余亩花椒串串紫
红，几百亩红脆李挂满枝头。

“去年初挂果，才卖一万元，今年结得好，
应该有搞头！”正在修果枝的64岁藏族大姐吴
显香和媳妇王芳脸上，笑意满满。嘎伍岭上，
不只有吴显香大姐一家的笑脸。改扩建200
平方米村级活动阵地、2400米人畜饮水工程
延伸入户；发展300亩红脆李、100亩白芪、
15000多棵花椒和20000株铁皮石斛等林下
产业——更多看得见的变化，都在村支书何兆
全和嘎伍岭群众的眼里，记在他们的心上。

走进嘎伍岭村村委会，白墙红檐，青瓦之
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宽敞的水泥院坝
上，盛装的嘎伍岭藏族群众围在一起跳起了
锅庄。藏族小伙曾才军告诉我，他属于城市

“过客”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专毕业后南
下到东莞打工，前些年因父母生病致贫成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徐俊的带领和指导下，
摘掉了脱贫帽，成长为嘎伍岭村网店销售的
致富能手和村会计。

欢乐的锅庄舞、饱含深情的歌声，是他们
对党和国家，对对口帮扶工作组、对一位援藏

“第一书记”祝福、敬意的真情表达：
祖国啊祖国，
你是我温暖的家，
我在你怀抱里幸福地长大，
是你为我铺开鲜花盛开的路，
我把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
歌声飘下嘎伍岭，在岭下的金川河谷飘

扬、回荡……

嘎伍岭上的驻村援藏纪行
——记第七届眉山市道德模范徐俊

□李雅丽

季节的风声在杆塔旁旋转
粗糙的手掌，借着美的心灵
将生命和使命托举得好高好高
那些日常、那些偶遇
明亮一方山水千户万灯

从骨骼里取出光从血液里取出暖
撬开水之门楣、火之窗棂
以一盏灯的方式散发光亮
以一股浩然正气走向高尚
爱是一盏灯，心是灯之源

从保家卫国的铁血军人
到至真至情的光明使者
从忠诚坚毅的人民战士
到舍生忘死的“水火英雄”
用行动镌刻初心
那最无私的国网电力人的担当
二十五载，岁月如歌
寒来暑往顶风冒雪
坚守在电力服务最前沿
抗震、抗洪、抗疫
冲锋在急难险重第一线

在人民中间开花结果
让生命原色闪闪发光
一个个溺水者得救
一位位高龄老人得援
水的汹骇，火的燎焰
义无反顾，扶危济贫
你将心攒的阳光传递千家万户

职业特性与生活给养
让点灯人更懂得光的内涵
同去抗震援建，同行抗洪援豫
以生命赴使命的每一次逆行
皆因泪水与热血发酵
吃五谷杂粮，有儿女情长
抖落一身疲惫的间隙
有牵挂、有温情
凯旋是对家人最最深情的回应

爱是一盏灯，携阳光、空气和水
给世界以光，予人间以暖
一个内心有爱的人
和一群心中有光的人
磁及、共鸣，展开灵魂的触角
去感觉、触摸、深入
去诠释高尚与伟岸
回眸远眺
万家灯火，灿若星河

——道德模范先进事迹文学作品选登

□袁志英

刘刚做梦也想不到，在将3岁的甲亦天从
甘孜带回眉山之后，便成了未婚“父亲”。这是
2005年发生的事情。

甲亦天是未婚妻杨梅的侄儿，刘刚和杨梅
的老家都在甘孜。彼时，刘刚在眉山洪雅山区
一个电站上班，杨梅的工作单位是眉山太和供
电所，俩人相距百里，平常也只是周末碰面。

正当二人“你侬我侬”之时，杨梅家天降横
祸。杨梅在甘孜九龙工作的弟弟和弟媳罹患车
祸双双身亡，留下两个孩子——三岁的甲亦天
和一岁的甲亦伟。怎么办，谁来抚养这两个小
不点？杨梅原有四兄妹，姐姐在甘孜农村，有两
个孩子，无稳定收入，经济很困难，一个弟弟才
十几岁，杨梅的父母年纪也大了。他们都不具
备抚养能力。甲亦天和甲亦伟眼巴巴地望着刘
刚。刘刚心一横，大不了顿顿喝稀饭，就不信养
不活他们。

刘刚和杨梅还没结婚，又都在上班，还是
异地恋，带两个孩子实在不便。全家人围拢后
商量，决定弟弟甲亦伟由爷爷奶奶暂时照顾，
哥哥甲亦天则由刘刚和杨梅带回眉山。

按理说，甲亦天应该跟着自己的亲姑妈，
但杨梅早出晚归、工作又忙，单身女性带着孩
子麻烦更多。刘刚心疼杨梅，便申请了宿舍，

联系了幼儿园，把孩子带到洪雅。
毕竟才3岁，面对陌生的环境，甲亦天整

天哭喊着要爸妈。刘刚一个大男人，面对一个
三岁娃，几乎穷尽所有的办法也无能为力。刘
刚只好向亲戚、朋友、同事、互联网学习带娃。

获知事情的真相后，首先被感动的是同事
和朋友。他们纷纷送来援助之手，送玩具和蛋
糕，更在他忙的时候替他接送孩子，给孩子做
好吃的。慢慢地，孩子越带越顺手。大半年过
去，甲亦天越来越依赖刘刚了。

2006年底，刘刚与杨梅结束八年的爱情
长跑，走进婚姻殿堂。

2007年初，刘刚调到眉山城郊的崇礼供
电所，两人终于在眉山有了一个简单的家。

次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都说女儿是爸
爸的小情人，可看上去刘刚似乎更加疼爱哥哥
甲亦天。

康定，刘刚的岳父母照顾弟弟甲亦伟越来
越吃力。2011年，甲亦伟8岁时，刘刚与妻子
商定，把甲亦伟接到眉山。刘刚还与岳父母商

量，让两个孩子不再喊姑父姑妈，直接喊爸爸
妈妈。从此，刘刚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

这下，日子可得掰起手指头过了。夫妻二
人的工资并不高，他们省吃俭用，存钱在眉山城
区按揭了一套商品房，孩子们终于有了一个安
稳的家。

接着，三个孩子先后跨进学校。两个人上
班，养五张嘴巴，还得还房贷，压力可想而知。
饶是如此，当学校告知可申请贫困生补助和减
免相关费用，只需把兄弟俩的具体情况向学校
作个说明时，刘刚怕伤害兄弟俩的自尊心，便
对学校说他们都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甘孜藏族自治州，2014年，藏区乏电地区
电网建设拉开序幕。刘刚主动请缨，想为那里
的父老乡亲早日用上电灯尽心尽力。于是，这
个高原之子回到高原，一待就是两年。

那年冬天，山上有五户人家要安装电线，
刘刚带着两位同事一大早摸黑出发，开车两
个多小时到雪山脚下。车子不能再开，他们
背上好几十斤重的工具爬雪山。积雪没过膝

盖，四下里白茫茫一大片，根本分不清哪里是
路，哪里是悬崖，只得用树枝小心翼翼地边探
路边走，好几次差点踩空。不到200米的直
线距离，足足走了三个小时。又三小时后，五
户人家的线路总算全部安装完毕。电灯亮
了，村民们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不停地道
着：扎西德勒。

就这样，一条又一条的电力线路，在披星
戴月中，跨越高山峡谷，把光明传送到高原上
的千家万户。

援藏期间，尽管忙得一塌糊涂，刘刚的心里
始终牵挂着甲亦天和甲亦伟。他半年才能回一
次家，每次只待一天就必须匆匆赶回。这期间，
大儿子甲亦天正好上初中。青春期的孩子，学
习压力大，父亲又不在家，沉迷游戏的结果是中
考成绩很不理想。刘刚十分愧疚和自责。

援藏结束后，刘刚回到眉山，一有空就陪
甲亦天打球、散步，顺便聊天。甲亦天渐渐明
白了父亲的苦心，也能理解父亲的不易。他
说，是爸爸的爱让他和弟弟有了温暖的家。

眼下，十四年过去，甲亦天已是一名高二
学生，甲亦伟在上初二，一家五口其乐融融。
刘刚说，这是福报，只要孩子们健康快乐，再苦
再累都值得。

十四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人到中年的
刘刚，论做父亲，比很多人都做得好，这是事实。

未婚“父亲”演绎人间真情
——记第七届四川省道德模范刘刚

做一名最美的先进文化传播者
——记第七届眉山市道德模范袁春梅

爱是一盏灯
——致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
第七届四川省道德模范盛恩利

让文物醒来，开口说话
——致第七届眉山市道德模范刘志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