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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挡车救人的“最美女孩”刁娜、贫寒人家拾巨款物归原主的史东芹、75岁高龄勇救三名落
水儿童的王甲兴……他们来自草根，获誉最美，却又随处可见。他们自认渺小，生的平凡，却在塑造
伟大。他们的出现，让我们在感叹冷漠之后，可以重拾道德与良知。

我们这座城市因为这些人而变得美丽，他们让我们看到了道德的力量，让我们向他们致敬，愿
我，愿你，愿他，愿更多的人们，携手并肩，齐心协力，一起与道德模范同行。

以道德的名义 向他们致敬

颁奖现场大家都被道
德模范的事迹感动着，但是
现场时不时地也会传出阵
阵笑声。17日下午的颁奖现
场，在得知孙成法还没有女
朋友时，撒贝宁现场为他征
婚，并打出了“征婚启事”。

背着母亲上大学的主
人公孙成法，当年他的这一
举动感动了大家，他在烟台
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大学
生。颁奖现场上，在回顾了
孙成法过往的点滴之后，谈
到了将来，自然免不了的话
题是成家立业。随后撒贝宁
的一句话引来了大家善意
的笑声，“孙成法出生于
1987年，今年28岁”，看到大
家都笑了，撒贝宁才意识到
原来他算错了年龄，不过撒
贝宁反应极快，连忙补充
道：“我这是怎么算的，今年
25岁，这段掐了别播啊。”一
席话给自己打了圆场，台下
掌声一片。

随后，撒贝宁切入“正
题”，问孙成法有没有对象。
孙成法说：“还没有呢。”撒
贝宁连忙说：“今天我们在
现场非诚勿扰一次，电视机
前的所有的女观众朋友们，
请大家看一眼我身边这个
优秀的年轻人。在新的一
年，我相信妈妈心里面可能
有一个愿望，25岁了，年龄
也不小了，在照顾妈妈的同
时，自己的生活也应该有一
个新的打算。”撒贝宁说完
后，孙成法也羞涩的回应：

“这是我今年的一个目标。”

刁娜：希望大家都身体
健康，然后平平安安，我现
在觉得平安是最重要的。

徐凤姣：希望新的一年
里，爸爸妈妈身体健健康
康，也希望我和邹梦姣在学
习上能更进一步。

孙茂文：孩子们能好好
学习，将来更好的为社会服
务，是我的愿望；如果有了
更多的收入能捐给念不起
孩子的学生，是我最大的理
想。

孙培义：祝愿烟台老乡
在新的一年里好事多多，生
活幸福，一生平安。

刘依莲：希望大家在新
的一年里身体健康，生活快
乐。

赵庆武：希望大家都能
保护环境，珍惜文明城市的
荣誉，愿我们城市的天空越
来越蓝、海越来越美！

姜永祥：我生在龙口，
长在龙口，先给龙口人民百
年，祝愿龙口人民新的一年
腰包越来越鼓，精神越来越
爽。

葛荣华：祝我的家人、
朋友和所有的人平平安安，
工作一帆风顺。平安是福。

王瑞红：愿天下父母健
健康康，幸福安康。

冷杰：无论贫穷还是富
有，家庭和睦是最大的幸福。

韩吉荣：愿大家用诚信
构建我们的企业，用诚信构
建我们的团队和社会，提高
整个社会的信誉。
记者 柳斌 张琪 整理

道德模范的

新年愿望

撒贝宁为模范

现场征婚
本报记者 张琪

“这不是龙口的那个最美女
孩刁娜么？她走路已经跟正常人
一样了！”17日上午，刁娜现身烟
台大剧院，吸引了众人目光，引
起了一阵阵的议论之声。在她候
场时记者对她进行了采访。

刁娜在谈到自己的近况时
说：“我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不
过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走路的时
候还需要别人搀一下。由于没有
康复暂时还不能去上班，现在在
家里也是在做康复训练，身体完
全恢复需要半年的时间。”

时间过得飞快，刁娜救人的
事情已经过去近3个月了。说起
这个，刁娜认真地看着记者说，

“到正月初一就整整三个月了。”
“前几天她就开始下地慢慢

走道了。”刁娜的丈夫隋美正说，
“从11月11日出院回家已经复查
两次，医生说恢复得不太好，让
慢慢锻炼下地走走，刺激一下有
利于腿伤恢复。”“走路的时候疼
不疼？”刁娜轻微皱眉说：“有点
疼，不敢用力，一天就敢走十来
分钟，走多了晚上腿脚就会肿
胀。”

17日上午，烟台市文明办副
主任曲波一眼就找到了最美女孩
刁娜，他连称：“感谢你为烟台争
得了荣誉。现在全国都知道了龙
口有个女孩叫刁娜，祝你早日康
复。”

刁娜这次被评为烟台市的道
德模范，对于这个荣誉称号的获
得刁娜连称没想到，“我觉得挺紧
张的，我没想到。我只是做了一件
平凡的小事，没想到社会各界给
予了莫大的荣誉和肯定。”刁娜
说，今后的工作生活中，她将更加
严格要求自己，无愧于道德模范
的称号。

魁梧的身材，花白的头发，
站在面前犹如“铁塔”一般。杨元
强，这位只会狗刨的救人专业户
是一名人民警察，前前后后30多
次下水救人，他用自己坚毅和顽
强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可是面
对记者他却总是很低调。

杨元强，烟台市公安局芝罘
分局二马路派出所民生社区民
警。从2000年第一次下海救人到现
在，10年中，杨元强冒着生命危险，
下海救人30余次，最近3年就救回
了10个人。对此杨元强说：“我其实
挺不愿意上报纸的，有些朋友一
看到我上报纸了就打电话来找
我，其实根本就没什么的。”

2008年7月23日凌晨2时，滨
海步行街海边有人落水，杨元强
了解情况后，立即跳入水中。男
青年见有人救他，像抓住救命稻
草一样，用力抓住杨元强，结果
两人一起往下沉，杨元强赶紧从
后面搂住该青年的脖子，奋力游
向岸边。由于该青年在水中挣扎
时间较长，已筋疲力尽，两次都
从搭在岸边的软梯上落下，杨元
强就在水下用胸口顶住男青年，
身体多处被挡浪坝上的石头海
蛎皮划伤。一直折腾了近1个小
时，男青年才抓住软梯被营救上
岸，而杨元强已筋疲力尽，幸好
水上边防派出所救生艇及时赶
到，才脱离了危险。

2010年11月5日15时，滨海景
区有人落水，赶到现场后，杨元
强二话没说跳进冰冷的海水中，
与其他救援人员一起将落水者
绑在绳梯上，自己在下面扶着，
将其推上堤坝。这时，杨元强因
为使过了劲，一下子又摔回了海
里，右手被割破，身上也被摔得
青一块紫一块。因为海水太冷，
加上心脏不好，救人后杨元强出
现呕吐和心律不齐，当天晚上就
打起了点滴。

徐凤姣是52名道德模范中年
龄最小的一个。她站在人群里，身
着朴素的校服，虽然看上去有些
不起眼，但一眼就能认出她来。

徐凤姣今年15岁，是莱阳九
中的一名高一学生。从小学一年
级开始，她就牵着本村残疾女孩
邹梦姣的手，共同走过了88年风雨
上学路。

说起现在的情况，徐凤姣说

现在都有校车了，我们都是一起
坐车到学校，在学校里上下楼梯
的时候，徐凤姣就会帮助邹梦
姣。从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
两个人一直是在一个学校里上
学，平日里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
友。

8岁那年，徐凤姣刚踏进小
学的大门，就看到了残疾女孩邹
梦姣，自第一次看到她被甩在众
人后的身影，徐凤姣就放慢了自
己的脚步，手拉手充当起了邹梦
姣的“拐杖”。她和梦姣早已有了
一个约定：要一起读书，一起升
学。

她们形影不离地相伴了8年，
很多人都说俩人的模样都像亲姐
妹了。邹梦姣要起身，徐凤姣就将
手先给她，等邹梦姣站起来，徐凤
姣就紧紧拉住她的手，像一个人
一样，每走一步，都是那么默契。
她们心中有一个共同的约定，那
就是要一起上高中，一起上大学，
一起创造美好的未来。

在烟台市莱山区解甲庄街
道孔辛头村，有这样一个家庭，
婆婆身患多种疾病，丈夫是植物
人，孩子刚满四周岁。面对不幸，
作为妻子的葛荣华不离不弃，撑
起了这个苦难的家。

在葛荣华结婚的前一年，公
公因肝癌去世，婆婆还患病，常
年吃药不能劳作，母子两人欠下
一屁股的债。婚后丈夫李福龙开

出租车。谁料结婚仅仅一年，李
福龙就遇到了车祸，身受重伤，
而此时葛荣华也有了7个多月的
身孕。医生告诉他们，李福龙治
疗后最理想的状态是植物人。

在采访时，葛荣华说话比较
少，手脚却一刻不闲，不停地按摩
丈夫的手、胳膊。她说，医生说这
样可以防止肌肉萎缩。四年前，医
生预言李福龙只能活几个月，如
今虽然没有行动能力，但却有了
感知。记者对李福龙说，你觉得这
个媳妇好不好？好的话眨眨眼，李
福龙眨了很多下眼睛。

几年来，因为要照顾丈夫、儿
子、婆婆，葛荣华不能够长期离开
村子，她一直在打零工。如今她一
个月能挣1200元钱左右，她用其中
的400多元钱给李福龙买药。

在村里葛荣华家被评上了低
保户。虽然条件仍然很艰苦，葛荣
华说：“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活
一天就伺候一天，盼望着他(李福
龙)能自理的那天。”

刁娜：获得荣誉连称没想到
本报记者 张琪

杨元强：低调的救人专业户
本报记者 张琪

徐凤姣：将来我俩一起上大学
本报记者 张琪

葛荣华：“活一天就伺候一天”
本报记者 刘清源

格现场花絮

本版图片由记者赵
金阳摄

刁刁娜娜在在丈丈夫夫的的搀搀扶扶下下
已已能能走走路路。。

1100年年间间下下海海救救上上3300人人
的的杨杨元元强强。。

徐徐凤凤姣姣牵牵着着

葛葛荣荣华华在在为为丈丈夫夫按按摩摩。。

媒体报道后有的人物“提前”入选
本报曾对多名入选者进行报道

本报1月17日讯 (记者 侯文
强 ) 记者从烟台市文明办获悉，
刁娜、刘盛兰、杨元强……这些人
物经过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社会
反响，还没申报时就已经“提前”列
入道德模范名单。

在52位道德模范中，本报曾经
大篇幅报道过6位模范，他们是高
虹、刘盛兰、刁娜、徐凤娇、杨元强
和郑忠燕。我们试图将这些报道逐

一梳理，并让它们唤起你的记忆。
希望它们能留在你的记忆里，继续
鼓舞着我们温暖前行。

2010年5月10日,本报以《给孩子
的都是同样的爱》为题，报道了烟
台SOS儿童村12号家庭妈妈郑忠燕
的事迹。

2010年9月20日，本报以《25岁
女子跳海轻生，民警“狗刨”百米救
人》为题报道了民警杨元强的事

迹。随后在2010年11月7日，再次以
《只会狗刨的“救人专业户”》对杨
元强进行了报道。

2010年11月18日，本报以《我收
获了学生的尊重》为题，报道了教
师高虹爱心助人十年如一日的事
迹。

2 0 1 1年7月1 9日至7月2 4日，
本报以《89岁清贫老人17年捐款5

万元》等报道，连续多日对刘盛兰

资助近百名学生的事迹进行了报
道。

2011年9月15日，本报以《莱阳
的徐凤姣姣真是个好女孩，给残疾伙
伴当了九年“拐杖”》为题，报道了
徐凤娇的事迹。

2011年11月9日，本报以《最美
女孩以身挡车救人聚爱》为题，率
先对刁娜事迹进行了报道，并随后
多日做了连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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