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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好人”共铸“好人之城”

沧州日报记者 季沧轩

7

月

25

日， 任丘市， 一菜贩车翻蔬

菜撒了一地， 过路学生帮忙捡起装筐；

7

月

26

日， 河北省沧州市区富强市场一老

人雨中车子掉链 ， 俩小伙儿一个撑伞 ，

一个修车；

8

月

1

日起，

5600

把 “爱心

伞” 在狮城街头 “传递爱”；

8

月

3

日，

河间籍战士冯战峰井中救人牺牲……爱

的故事每天都在流传， 爱的奉献天天都

在上演， 数不清的沧州好人用爱的力量

铸造着 “好人之城”。

自

2007

年评选第一届 “沧州好人”

至今， 沧州市已累计评出 “沧州好人 ”

3500

多名 ， 表彰好人典型

458

名 ；

141

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 上榜人数

5

年领

跑全国地级市， 仅今年

1~5

月份， 就有

12

人上榜； 最近， 周汝珍又成为第四届

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沧州， 已成为

名副其实的 “好人之城”。

“好人之城” 不仅成为沧州的名片，

也成为沧州的发展环境， 对建设沿海强

市起到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

跟着好人做好人

爱心 “抱团” 成新潮

“

228

黄骅冰河救人英雄群体 ” 中

的白宝海曾说过这样的话： “我早就听

说过 ‘马路天使 ’ 宋立明师傅的事迹 ，

当时就想， 我也要像宋师傅学习， 别人

遇到难处， 我一定伸出援手， 救人于危

难。”

好人精神真的是可以 “传染 ” 的 ，

白宝海以实际行动做好人， 也同宋立明

一样站在高高的好人领奖台上。

越来越多的人被 “沧州好人” 感动，

越来越多的人与好人同行。

一位不留姓名的女士， 甘愿自己和

孩子在大雨中挨淋， 把雨衣披在一位素

不相识的老人身上， 无意间把沧州人的

大爱传递到了宝岛台湾；

30

多名出租车

司机见义勇为， 一起追击并抓获犯罪嫌

疑人； 黄骅冰河救人的英雄群体更是上

演了一场伟大的爱心接力， 感动了沧州，

也感动了全国……

随着越来越多 “沧州好人” 的涌现，

爱心整合、“抱团儿” 做好事， 成为值得

关注的 “沧州现象”。 博爱人生

QQ

群、

黄骅爱心社、 献县阳光爱心社……据粗

略统计， 沧州市近几年来成立各类民间

爱心志愿组织达

160

多个， 参与群众近

5

万人， 先后资助贫困学生和贫困群体

3700

多人次， 救助重症患者

120

多人 。

这些民间爱心组织以不同的方式开展公

益活动， 爱心的整合让沧州的大爱文化

有了更深解读。

如今 ， 在沧州 ， 跟着好人做好人 ，

抱起团儿来做好事成了新潮。

好人背后有好人

当个好人真幸福

你听说过自己被撞， 不但不索赔，还

掏钱给撞人者的蹊跷事吗？这样的事就发

生在沧州。就因为，撞人的人是个“沧州好

人”。

2011

年

4

月

25

日，沧州银行员工胡

文波遭遇车祸，车损人伤，本该对方负全

责。但当他听说对方是坚持数十年为老人

免费拍照的“沧州好人”刘世强时，不仅坚

决不肯接受赔偿，还摸出身上仅有的

500

元现金塞给他 ，“给老人们买点儿营养

品。 ”胡文波说，自己的单位是“好人后援

会”成员，已累计为好人评选活动捐助

20

余万元，“我早就想再尽些心力了。 ”

类似的故事很多———在沧州， 做个

“好人”很幸福。

沧州市第二中学为 “背着同学去读

书”的吕希庆提供

1.3

万元入学金；多家

单位帮“张华绿色家园”病残人解决产品

销路；衡泰律师事务所愿为“沧州好人”长

年提供法律援助……为好人办实事、撑腰

杆，让好人不流泪、不心寒，是“沧州好人”

粉丝们最朴实的愿望。

“好人就该有好报，这不仅仅是对好

人的一种安慰， 更是对全社会的一种宣

告，一种价值观的引领。”沧州市文明办专

职副主任孔德才如是说。 第一届“沧州好

人”评选表彰过后，据沧州市委宣传部、文

明办统计，

33

位好人中，有一部分人的生

活有着不同程度的困难。 于是，在第二届

“沧州好人”颁奖晚会上，以“为奉献者奉

献”为宗旨的“沧州好人后援会 ”应运而

生， 沧州市

60

多个单位和社会志愿者组

织成为“沧州好人”的首批“注册粉丝”，大

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资源的出

资源。

几年来，“后援会” 注册成员

180

余

个，个人会员

6000

多人，为“沧州好人”办

实事

310

多件，捐赠款物总价值超过

400

万元。

在沧州市，每有重大庆祝活动，好人

代表都会成为座上宾； 每过新年， 市委、

市政府都会在媒体上刊发致全市好人的

慰问信； “沧州好人” 与青年志愿者交

流、 社会各界评说“沧州好人”等活动蓬

勃开展……

而且，频繁的“出镜率”让“沧州好人”

成了真正的明星。自

2007

年以来，各级媒

体对沧州好人典型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

道，有

450

多个好人典型在市级以上媒体

被报道。 先后有“

228

黄骅冰河救人英雄

群体”和尹升、任秋华、石洪林、周希胜等

7

位“沧州好人”的典型事迹，得到了中央

有关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被中央各大媒

体浓墨重彩集中宣传。以吕希庆背着残疾

同学上学为原型创作的电影 《亲爱的课

堂》在全国公映；以王红心为原型又拍摄

了电影 《沧州好人》 ……

沧州成为 “好人” 最幸福的地方。

滴水汇聚成大海

千百好人共铸“城”

一个好人影响一片，成千上万“沧州

好人”托举起了一座“好人之城”。

继连续五年宣传评选“沧州好人”后，

2012

年

3

月，“好人之城” 建设在沧州市

正式启动。通过深化“沧州好人”典型宣传

评选，在党政机关开展政德建设，在经营

性单位开展诚信建设，在沧州市城乡开展

公民道德大讲堂等活动，让更多的沧州人

加入到“好人”行列，让“沧州好人”这个普

通而又无价的称号真正成为城市的品牌，

向社会传递更多道德的力量。

随着“沧州好人”正能量的广泛弘扬，

沧州“好人之城”建设也在一步步向纵深

迈进。

开展逐层评选、命名、表彰“好人”活

动，突出引导群众从评到做，争当“好人”。

深入开展楼道好人、小区好人、社区好人、

村组好人、乡镇好人、县区好人等基层单

位好人的评选活动， 并做到层层评选、层

层命名、层层表彰，逐级评选、逐级上报。

通过逐层推荐和评议，真正把推荐权交给

群众，把评议权交给群众，把决定权交给

群众，使选出的好人可亲、可近、可比、可

学。在楼院、单位报栏、小区、社区和村街、

乡镇公开栏等各类宣传阵地设置“好人光

荣榜”，召开表彰会，发送光荣牌匾，大力

宣传和表彰选出的身边好人，最大限度地

激发群众参与身边好人活动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使他们在评好人的过程中，以身

边好人为标杆、为榜样，学好人、做好人，

掀起了学做好人的热潮。

完善道德评议制度， 不断丰富好人

评选活动内涵。 充分发挥基层道德大讲

堂和 “道德评议会” 在评选、 命名、 表

彰身边好人活动各个环节中的作用， 以

老干部、 老劳模、 老教师、 老专家、 老

战士等 “五老” 人员为主体， 在各村街

和居民小区都成立 “好人好事评议会”，

开设了道德讲堂， 通过评家长里短， 议

是非曲直， 把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

庭美德具体化为孝老爱亲、 明礼诚信、乐

善好义、厚德爱民、勤廉务实、公道正派等

具体的道德实践行为， 让群众记得住、好

对照、学得着，并通过践行道德规范，提高

道德意识，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

激励和自我提高，使争做好人，建设“好人

之城”成为全民共识、全民行动，推动公民

道德建设水平整体提升，推动城市文明创

建水平整体提升。

加大文艺宣传力度， 积极打造 “好

人文化”。 以选出的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

身边好人为原型 ， 以传播 “好人精神 ”

为主旨， 采取拍、 录、 编、 演、 创等文

艺创作方式， 组织拍摄 “好人” 事迹专

题片 ， 录制 “好人 ” 主题歌曲 ， 改编

“好人” 故事， 编演 “好人” 文艺节目，

创作 “好人” 文学作品， 通过通俗凝练、

朗朗上口的语言， 生动鲜活、 丰富灵动

的视感， 让广大群众易于接受、 寓教于

乐， 由此真正了解好人事迹， 真切感悟

好人精神， 真心相信好人就在身边， 从

而真正把 “好人” 事迹渗透到群众心灵，

在思想深处产生共鸣， 打造独具沧州特

色的 “好人文化 ”， 为沧州的 “好人之

城” 建设积聚深厚的文化内涵。

同时， 沧州市文明办在全市开展了

首届 “爱岗敬业最美沧州人” 评选活动，

把 “爱沧州、 做贡献、 干成事、 出亮点”

活动引向深入 ， 在全市营造创先争优 、

比做贡献的社会氛围， 助力沧州市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好人之城” 展魅力

栽下梧桐凤凰来

“沧州好人”， 成了外界对沧州最直

接的联想， “好人之城” 向外界呈现着

无限的和谐魅力。

通过 “沧州好人” 评选活动和 “好

人之城” 建设， 沧州市市民素质得到大

幅提升， 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 诚实守

信、 孝老爱亲、 爱岗敬业等先进人物和

事迹层出不穷， 学好人、 做好人成为沧

州人一种自然而然的精神追求。 几年来，

沧州市城乡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 群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 见义勇为

等良好风气的形成， 对不良风气起到了

制衡作用， 对不法分子形成了震慑。

和谐多了， 矛盾少了， 社会管理成

本降低了。 运河区搞拆迁，

5000

多户居

民自觉配合， 创造了 “零上访、 零拒迁、

零事故” 的纪录；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

术节

(

沧州会场

)

举办期间 ， 市民们主

动走上街头义务服务， 外国游客连连跷

起大拇指……这些无不诠释了沧州市新

的文明与和谐， 展示了狮城崭新的城市

面貌、 良好的市民素质和道德风尚。

“好人之城” 成了梧桐树， 时时引

得 “凤凰” 来。 如同沧州市政协副主席

何香久所说 ： “‘好人 ’ 不能直接拉高

GDP

， 但形成的软环境至关重要。 历史

经验告诉我们， 社会风气越好， 经济发

展就会越快越健康。”

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公民素质的

提高， 进一步改善了我市的投资环境 ，

不少投资人不仅看上了沧州的硬环境 ，

更看上了沧州豪放淳朴的民风。 走出去

的经济能人纷纷 “凤还巢 ”， “回归经

济” 成为我市一大亮点， 投资超十亿元、

百亿元的大项目纷纷落地， 心齐气顺的

沧州已驶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 去

年， 沧州市

GDP

达

2811

亿元， 增速连

续五年居河北省第一位， 全部财政收入

连续四年居河北省第三位。

弘扬 “沧州好人” 精神， 创建 “好

人之城” 品牌， 正成为推进靓丽、 繁华、

宜居、 和谐沧州发展的新动力。

（沧州日报社 供稿）

他山之石

一个人与一座城

一个人做好事，易，一座城市的人

竞相做好事，难。 但当一座城市的人都

将做好事、 当好人的理念融入血液，化

为生活中的行动和习惯，那么，一个人

处在这座城市中，不被这种道德的正能

量所感染，更难。

一个人与一座城，充满了辩证的关

系，个体与城市荣辱共担、血脉相连。

“沧州好人”共铸“好人之城”，向焦

躁的社会撒下了滋润的甘霖，向功利的

人们传达了情感的温度。 其实，在各类

社会角色之外， 我们还可以选择做个

“好人”。

楼道好人、小区好人、社区好人、村

组好人、乡镇好人、县区好人……原来，

做好事、当好人可以无处不在，无时不

为，我们只需要放慢脚步，放松心情，学

着从容面对压力和社会，让传递慈善成

为一种新的生活时尚，每个人都能成为

“沧州好人”。

向全城传递正能量，沧州实践告诉

我们：好人会有好报。 这不仅仅是对好

人的一种安慰，更是对全社会的宣言和

价值观的引领。 如今，“好人之城”不仅

成为沧州的城市名片，而且成为了沧州

招商引资环境建设的一项重要文化内

涵。 正如沧州市政协副主席何香久所

说：“‘好人’不能直接拉高

GDP

，但形

成的软环境至关重要。历史经验告诉我

们，社会风气越好，经济发展就会越快

越健康。”是的，不少投资者正是看上了

沧州豪放淳朴的民风。

“沧州好人”，这个普通而又无价的

称号温暖了一座城市人的心，升华了一

座城市的灵魂。做好事、当好人，我们有

权力选择，更有能力选

择。正如存在主义大师

萨特所言，人生的意义

就在于自我造就，活得

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