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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州区黄渡乡西扎村村民刘有高

2016年1月份，刘有高的母亲在一次跌倒后头上肿了一个大
包。他带母亲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母亲患上了无法逆转的阿茨海默
症，而且病情发展得十分迅速。刘有高的父亲几十年前在田间抬桶
打稻谷时不幸意外伤亡，在贫寒的家境中，母亲一人将三个儿子抚养
长大，还没能好好享享清福，身上就落下了不少病。刘有高是家里老
二，哥哥一家几年前到宣城市区打工买房长期定居。弟媳在女儿3
岁时离家出走至今未回，变故之后，弟弟在外打工挣些生活费用。刘
有高天生憨厚老实，单身一人，家里就只剩他和母亲、侄女三个人生
活。照顾母亲和侄女的重担便都落在了他的头上。为了一家老小，
刘有高找到离家十多公里的一家个体铸造厂学习铸造技术，由于他
能吃苦耐劳，好学聪明，很快就掌握了相关技术，赢得老板赞赏，一干
就是十余年。到2017年，母亲的病情突然加重，分身乏术之下，刘有
高只得把侄女送回弟弟身边读书。母亲经常会出门后找不到回家的
路，失踪过几次，都是村里人帮忙找到的。他再也不放心将母亲一个
人留在家中。经过反复沟通，刘有高带着母亲一起上班的想法得到
了工厂老板的同意，可以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先试一年。刘有高
在铸造厂负责抛光工序，空隙时间他会抓紧时间去看看母亲，每天中
午，刘有高都要和母亲一起吃饭，饭后陪着母亲在工厂院子里散步、
晒太阳。工厂的工人们也都习惯了老人的存在，常常感慨刘有高这
样一个糙汉子却可以将母亲照顾得妥妥贴贴。照顾母亲的生活异常
辛苦，每天都是连轴转：晚上9点，服侍母亲睡下；凌晨1点，准时起床
扶母亲上厕所；清晨4点，闹钟响起，他要赶在天亮之前起床，将母亲
房间打扫干净，处理好母亲的大小便；早上7点喂过母亲吃饭后，带
着母亲去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

宣州区水东镇南阳村村民刘远峰

8月2日一大早，当宣州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走进水东镇南阳村
村委会时，见到了刘远峰，今年他已经84岁高龄。老人三番五次要
求，委托村委会联系到宣州区红十字会，想要签署捐献器官、角膜的
申请书。刘远峰是一位有着51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是一名退役军
人。1961年部队转业后，刘远峰先后被分配到上海、合肥等地工
作。3年后，为响应国家支援农村建设的号召，刘远峰回到水东老
家。刘远峰的妻子很早就去世，他含辛茹苦一人拉扯大5个子女。
在子女纷纷成家后，刘老选择了独居。他总说自己只要身体还好，就
还想自食其力。捐献器官和角膜的想法，刘远峰在十多年前就有
了。一开始子女们是惊讶、抵触的。但刘远峰坚持自己的想法，并多
次告知儿女，说自己的事自己决定，不要儿女操心，“我是一名老党
员，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把器官和角膜捐献出来，也是为党做点
事。”为了让父亲不留遗憾，子女们最终还是答应了。捐献书签订现
场，刘远峰老人的5个子女全部到场陪同。提起捐献的事，小女儿刘
仁香瞬间红了眼眶：“我以后也要像爸爸那样，把自己的器官和角膜
捐献出去，将爸爸的精神和行动传承下去。”

郎溪县建平镇祥兴社区
残疾人协理员刘素霞

作为一名视力残疾人，一名普通社区工作者，刘素霞一直用赤诚
的忠心，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祥兴社区重度肢体残
疾人吴某生活不能自理，无子女，仅靠低保金生活，情绪有时处于失
控状态，她了解这一情况后，每周上门看望一次，并为老人买好生活
用品，打扫卫生，她还经常与老人沟通，了解老人的喜怒哀乐、脾气秉
性、生活习惯，视老人为亲人，尽最大可能让老人保持身体健康、心情
舒畅。八十多岁失独老人程德祥夫妻两人视力残疾，还患高血压、糖
尿病等多种疾病，刘素霞每年不顾酷暑跑前跑后，帮助老人办理医
保，申请残疾人护理补贴，家里买米买油这些力气活刘素霞全包了，
她还定期去帮助老人打扫卫生、清洗衣物。祥兴社区居民杨小尹肢
体三级残疾，丈夫视力二级残疾，夫妻两人自主创业的工作地未安装
惠民表，不能正常用电，刘素霞了解这一情况后，联系郎溪县残联
与县供电局负责人沟通协调，为其开通绿色通道，最终为杨小尹
家安装了电表，并向其宣讲安全用电常识和家用末级漏电保护
器的正常使用知识，让他们用上了安全电、放心电。刘素霞同
志主动帮助残疾人朋友排忧解难时，还要当好他们的代言人
和调解人，既要及时向上级组织或有关部门反映残疾人的
需求和困难，又要调解好各种矛盾。20多年来，刘素霞
为居民群众办了大量的实事和好事，却不图任何回报，
深受居民群众的赞扬和好评。几年来她先后被祥兴
社区授予“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社区志愿者”等光荣
称号。

广德市邱村镇山北村
村民洪小旺

1946年6月出生的洪小旺与同村人余秀珍结为
夫妇，婚后育有三女一子。眼看着子女们都渐渐长大，
夫妻俩身上的担子变得轻了。但他的家庭却因为一场

车祸发生了变故。2006年，洪小旺的儿子正值谈婚论嫁的年

纪，骑着摩托车带着女朋友从广德县城往家里赶，却遭遇车祸，而洪
小旺的儿子因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经法院判决，需赔偿受害人各项
损失48万余元。判决生效后，因洪小旺的儿子未能如期还款，受害
人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发现洪小旺的
儿子家庭条件并不好，因交通肇事罪出狱后，无固定工作，甚至还需
要洪小旺接济。尽管如此，洪小旺却非常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希望
能够帮助儿子履行赔偿义务。经法院协调，最终双方达成执行和解
协议：一次性赔偿各项损失33万元。33万元，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
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这些年来，洪小旺夫妻俩努力攒钱还
债，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砍毛竹、做小工、摘茶叶等等，只
要是能干得动的活，他们都愿意做。虽然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关节
炎、高血压、心脏病都成了身体上的负担，但洪小旺却坚持下来。今
年，洪小旺夫妻俩将他们全部积蓄拿出，并动员家中其他子女积极筹
款，最终凑足了33万元。履行完全部赔偿义务后，洪小旺夫妻俩如
释重负，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宁国市雨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汪辉

2015年11月18日，多年来一直从事公益活动的他一手组织创
建了心诚公益组织。4年来，心诚公益成员从1人到230多人，组织
参与公益活动近百场，累计向社会捐款45余万元，志愿服务1100多
个小时，救助贫困家庭3个，救助贫困学生5名，救助大病患者2名……
这些数字每年都在不断变化。初见汪辉，他衣着朴素，瘦小的身板让
人印象深刻。这个外表瘦小的汉子，把内心的柔软留给了救助对
象。老者失独，他领着志愿者俯身下来做他们的儿女；寒门子弟辍
学，他许诺“再难，也要让孩子上学”……这些年来，他在帮助他人的
同时，也不断提升自己，熟悉各项工作，让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
志愿者，并积极主动带领身边的人加入公益行列。“只有自身能力强
大了，才有条件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是汪辉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从一个普通的一线工人到一名管理人员，从一个普通工薪阶层
到现在一个旅游公司的老板，他用诚实守信、热情与真诚树立良好的
品牌形象，用专业的业务水平与他人沟通交流……很多人问他为什
么这么热衷于公益，他平淡地说出了他与公益的结缘：“我父亲在一
次工作中不慎出了事故，在医院整整躺了一年七个月，当时的无助现
在仍记忆犹新，后来在亲戚、同学、朋友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帮助下
才渡过难关，现在日子好了我应该回报，应该感恩……”这些年来，汪
辉会长在宁国开展了一系列的“助老、助残、助孤、助学”公益活动。
他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每一份工作、积极主动地给志愿者作表率、做
榜样，带领志愿者完成每一次公益活动。汪辉捐出的钱，耗费的时间
已无从计算，但爱心团队善款流向他却要做到精细、透彻、公开。

泾县公安局榔桥派出所副所长孙宏

6月30日是星期日，孙宏一如往常早早地出现在工作岗位上。
受强降雨恶劣天气影响，榔桥镇镇域内的各条河道水位均不同程度
上涨，一想到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有可能受到影响时，老孙不
由得皱了皱眉头。9点刚过，所里就接到了一起辅助报警，称因突发
大水，一男子连人带车被困在河中央。老孙立即带着同事赶到现场
后，发现河水中间原来是个浅滩，没想到一场大雨使河面上涨，浅滩
变成孤岛，原本只是驱车来钓鱼的朱某没来得及撤退，看着不断上涨
的水位只能爬上车顶求救。老孙来不及多想，立即下水靠近车辆，接
应被困的朱某下车，再联合同事用救生圈帮助朱某救至岸边。就在
朱某忙不迭地握住老孙的双手感谢之时，随身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3公里外的双河村又有一名群众被水所困。为抢夺宝贵的营救时
间，老孙来不及休整，与同事急忙驱车前往另一个群众被困地点。在
前往双河村的途中，被困的轿车就被洪水冲走了，老孙心中一紧。他
带领同事在驱车途中便做好救援预案，准备好绳索救生圈等装备，确
保到达现场后能够迅速开展救援。10点30分，老孙与同事们到达京
福高铁黄田特大桥下时，被困的叶某正手足无措地伫在水中无法行
动，此时刚好有宣城蓝天救援队的队长苏成龙路过附近。老孙站在
水流湍急的滚水坝上紧拽安全绳，苏成龙凭借自己过硬的救援技术，
慢慢接近被困女子，成功将救生圈套在该女子身上。随后老孙紧拽
安全绳，苏成龙成功护送被困女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得以脱险。两小
时不到的时间里，辗转两地，连救两人，当被救群众感谢老孙时，他只
是笑着摆摆手，便又匆匆投入到下一个工作中。今年是老孙在榔桥
派出所工作的第13个年头。十多年来，老孙一直以所为家，长期驻
所，主动参与和帮助协调矛盾纠纷3000余起，在危机时刻他永远冲
在前面，曾数次跑进大火中的民房扑灭煤气罐而被同事们笑称“抱火
哥”，也曾在大山深处拨开荆棘寻找迷路的老太、救助被猎夹夹伤的
老大爷……在所里找到他很难，因为他不是在出警，就是在出警的路
上。但在榔桥看到他却也容易，因为他不是在协调矛盾纠纷的现场，
就是在危险的地方进行救助。

绩溪县临溪镇周坑村村民
胡抗军夫妇

村民胡德林自幼患有智力残疾，50多岁，没有成家，父母均去世
了。他性格内向，不喜欢与人交际，兄长在邻村，走动得也少。他独

自生活，老邻居胡抗军家是他串门的唯一去处。胡抗军夫妇俩儿女
在外，平日以务农为生。就是这样一对朴实的夫妇，从不嫌弃胡德
林的到来。逢年过节，他们准备好丰盛的菜肴，总不忘给胡德林也
送一份去。种时令蔬菜的地，总有一块是留给他的。一次雨夜，胡
德林起来上厕所，出门槛时滑倒了，磅礴大雨打在胡德林脸上身
上，他痛苦地呼喊着。当晚，劳累一天的胡抗军本已经卧床休息，
老两口见雨越下越大，虽然前段时间帮胡德林家修补过屋漏，但他
们仍不放心，便作伴去邻居家看看，出门便瞧见躺在地上衣服湿透
的胡德林，夫妇二人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个身高一米七几的胡德
林抬回屋里。帮他换下衣物，见他一直喊脚痛，胡抗军冒雨骑行5
公里请来卫生院医生给他医治，妻子拿来家里的感冒冲剂给他服
下，预防着凉感冒，一直忙活到深夜二人见他睡下了才离开。胡抗
军从村委会了解到正在开展改建卫生厕所项目，他第一时间就想
到了胡德林家，他家的厕所只是门口搭建的棚子里放置一只木桶，
几次倾倒洗涮木桶都差点摔倒。他主动为胡德林家申请了改厕项
目，和妻子主动承担起开挖三格式化粪池、搭建厕所的体力活，在
冬天来临之前，崭新的厕所已经建造完成。

旌德县庙首镇里仁村村医汪辉煌

汪辉煌1986年毕业于芜湖中医学院，1992年正式持证上岗成
为了祥云村一名村医。卫生室不大，一走进去，椅子上的那本写满笔
记的《安徽省村卫生室人员培训讲义》格外引人瞩目，那是汪辉煌一
直在看的书。这本书摆在他平时休息的椅子上，随手翻阅、坚持学习
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汪辉煌是庙首镇唯一一名不在本村居住
的村医，他的家在离祥云村二十里路的里仁村，他每天早晚都骑着摩
托车往返于路上。祥云村虽然资源丰富、风景秀丽，但是道阻且长。
骑摩托车可不比四轮汽车，但无论是冬天阴冷还是夏日酷热的时候，
汪辉煌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着，一干就是近30年。在开展
健康脱贫冬季暖心活动期间，汪辉煌冒着风雪到祥云村28户贫困户
家中，进行健康体检、义诊服务。大部分时间，汪辉煌从事着日常接
诊的工作，每天从早上8点上班到下午5点下班，他平均每天接诊近
20人次，中午经常没有休息时间，村民的空闲时间常常是他的工作
高峰期。很多村民都说：“汪村医不能走，他走了，我们看病就难了”。

旌德县旌阳镇北门社区
第一书记方光红

方光红，男，1970年3月生，中共党员。1992年从部队退伍，在
旌德县县委宣传部工作25年。自2018年10月起，任职于旌阳镇北
门社区，担任第一书记，成为一名扶贫选派帮扶干部。为了尽快摸清
北门社区扶贫工作的底数，方光红每天早早到岗，主动加班，从不请
假，争分夺秒熟悉工作，放弃休息日走村入户了解居民所思所盼。社
区中很多挂户的居民，分散在各个镇，他也都全部走访到位。走访过
程中，方光红与农户促膝长谈，将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和急需解决的
问题，详细记录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工作日志上。他这种积极认真
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每次他到农户家中去走访，大
家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他对待工作严谨认真，结合自己的走
访经历总结了“四个必须”工作原则：一是蹲下身子，设身处地为群
众解决问题；二是耐心听取群众诉求，用心交流；三是常怀为群众
服务的情怀；四是有敢担当、勇作为的勇气。危房户吕小苗，房屋
多处漏水，急需重建。因房屋重建会对四邻产生影响，一直未能与
四邻达成同意新建房屋的协议。为了让他住上新房子，方光红一
户一户做工作，了解四邻的意见，经过沟通协商，最终拿到了协议，
如今该户的新房已经在建设中。贫困户汪月国，自我发展意识很
强，为了更好地帮助他自我发展，方光红和村“两委”积极为他对接
产业帮扶和就业帮扶，目前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帮扶成果。除了完
成自己分内的工作，方光红还坚持长期从事志愿服务活动，年志愿
服务活动时间累计达200小时以上。

市开发区飞彩街道富山村
村民肖四妹

肖四妹和丈夫李邦才、儿子本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2013年，一
场意外降临在这个家庭。丈夫李邦才在工作时不慎从高处跌落，造
成智力、肢体双重重度残疾，经过治疗后，长期瘫痪在床。为了帮助
丈夫康复，肖四妹带着丈夫四处求医，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还欠
下了沉重的债务，丈夫的恢复情况却还是缓慢。为了不让卧床的
丈夫皮肤发生溃烂，她每天帮丈夫擦拭，经常更换床单，保持床
单和被子干净整洁。丈夫的倒下，使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全落在
肖四妹的肩上，她不仅要照顾残疾的丈夫和70多岁公婆的日常
起居，还要想方设法去挣钱维持家庭的生计，同时还要供儿子读
书。她白天出去打工，下班回来还要做一些农活、照顾丈夫，在
她的悉心照料下，丈夫逐渐好转，从瘫痪在床到可以慢慢下床移
动，儿子看到母亲的艰辛，也在努力的读书，目前已经大学毕
业。公婆的年纪越来越大了，需要她照顾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了，
婆婆总是心疼地说：“四妹，为了这个家你太辛苦了。”而她总说：“妈，
只要您和爸还有邦才好好的，我苦点累点不算什么，我们共同努
力，我相信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