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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精读

本报1月7日讯 (见习记者
万兵 王皇) 本届“责任市民”中
有5位老年人，占了一半。他们有的
是省吃俭用却慷慨义捐的退休老
教授，也有倾其所有为低收入老人
养老的退休职工。他们身份不同、
事迹不同，但是却有着同样一分
充足旺盛的精气神儿。

在本届当选的 1 0位“责任
市民”中，有5位老人。捐献遗体
志愿者赵冠英83岁，15年义捐30

万的林甘 8 1岁，为社区义务巡
逻的刘翠玉 7 2岁，为村里低收
入 老 人 开 养 老 院 的 李 寿 年 6 6

岁，义务传承中国结编织艺术
的胡立华56岁。

他们各自忙碌着自己的事

情，为这个社会做着不同的奉
献，他们没有富足的经济条件，
但是却拥有共同的财富：富足的
精神世界。

“无钱一身轻。”从81岁的林
甘教授嘴里说出来给了人格外
的触动。他家里用着捡来的家
具，身上穿着岳母留下的花棉
袄，但15年来却累计义捐30余万
元，救助灾区、救助贫困孩子。

年过六旬的李寿年则几乎
倾其所有，在村里建了个养老
院，为低收入老人提供养老服
务。“看到老人们在养老院里乐
呵呵，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干
活都有动力。”

“我们老年人也要有丰富多

彩的生活。”“责任市民”胡立华
的粉丝团由她结编课上的学生
组成。虽然她们的年龄都比“胡
老师”大，但是精神头甚至不输
十几岁的小姑娘，连皱纹都在不
断的欢声笑语中舒展开来。

胡立华也表示，对老年人
来说，其实感情上的空虚和寂
寞更可怕。“对很多老年人来
说，物质条件不是问题，但是精
神容易空虚。”而结编班的老人
熟识之后，“老人之间就可以互
相帮助。”胡立华说，老人精神
状态好，身体也不会那么容易
出毛病，加上本身互相之间就
可以帮忙，无疑也给社会养老
减轻了负担。

本报记者 孟燕

在颁奖典礼上，历城区仲
宫镇老庄村的村民董学军、马
进水专程赶到现场，给809路
驾驶员杨峰送上自己种的苹
果，以表达感谢之情。

“要是没他，我们都还
得走山路。”马进水说，听说
杨峰要来参加颁奖典礼，他
们早上 5点半就往城里赶。
先坐8 0 9路到仲宫再坐6 5路

到 市 区 ，奔 波 了 两 三 个 小
时，只为在现场为“亲人”送
上苹果。

公交公司来了不少杨峰
的“亲友团”。公司书记蒋有德
表示，三分公司主要负责郊区
线路，有很多像杨峰一样一个
人负责一条公交线的驾驶员，
他们多数都独自住在大山里。
在现场的不少公交驾驶员都
表示，杨峰是他们的榜样，他
们都是来学习的。

一篮苹果寄深情

本报1月7日讯(见习记者
万兵 ) “责任市民”从评选到颁
奖，感动了无数市民。然而，一个城
市的发展需要“责任市民”的榜样，
也需要“责任企业”的涌现。伴随

“责任市民”活动走了一路的安利
(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肩上就扛
着这样一分责任。

“其实我们身边是不缺好人好
事的，很需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去传
播开来，让大家都感受到温暖和鼓
舞。”安利山东分公司公共事务部
经理苑晓梅在评选“责任市民”时
表示。也正是这种“传播正能量”的
初衷，促使安利公司积极履行企业
责任，持续保持着对“责任市民”的
热情支持。

事实上，“责任市民”所要传播
的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恰恰与安
利的企业文化不谋而合。“建设卓
越社区”、“倡导卓越环境”作为其
企业理想中的重要元素，包含了方

方面面的内容。关爱弱势群体、特
别是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开展各
种帮扶活动，最大程度降低自身的
环境影响，提升公众的环保节能意
识……这些都是安利一直努力的
方向。

从2003年起，安利就已经开始
创立以营销人员为主体的安利志
愿者协会和服务队。迄今已在全国
成立了212个这样的队伍，拥有
74000余名注册志愿者。林甘、曹广
玲、李寿年……这些责任市民虽然
没有志愿者的名号，但是却同安利
志愿者们一样，默默地主动为这个
社会扛起一分责任。

安利山东分公司总监王海军
曾表示，企业要对社会的经济发
展有所贡献，同时也要承担相应
的社会责任，只有这样企业才能
得到社会的认同。安利也慢慢把

“把公益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在
“责任企业”的路上勇往直前。

在“责任企业”路上前行

““责责任任市市民民””老老人人占占了了半半壁壁江江山山
他们虽都不富裕，但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精神好才是真的好

见习记者 王杰

济南市救助站救助员刘
子阳此次获得了“最佳公共服
务奖”。陪同刘子阳一起来的，
还有他的爱人——— 吕奕。与刘
子阳的内向相比，妻子吕奕多
了几分活泼。颁奖仪式还未开
始，吕奕便拿着相机，拍起了
现场。

刘子阳获奖，作为妻子的
吕奕尤为高兴。“自己心里挺
高兴的，这既是对他个人工作
的肯定，更是对我们救助站工
作的肯定。”吕奕笑道。同老公
一样，吕奕也是救助站的一名

工作人员。“工作其实也挺辛
苦的，虽分工不同，但救助站
的工作从来与清闲没有关
系。”刘子阳附道。

仪式开始后，当轮到刘子
阳上台领奖时，吕奕随着老公
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老公去台
上领奖，而她则是尽可能多、
尽可能快地按下相机快门，记
录自己爱人领奖的瞬间。颁奖
典礼结束后，吕奕递给记者手
机，说道：“麻烦帮我们拍张合
影，相机电池刚刚拍照时用完
了。”说着，小两口便甜蜜地凑
在一起。这张照片，有丈夫的
荣誉，更有妻子的支持。

为拍老公，相机电池耗光

见习记者 魏新丽

7日上午10点左右，最佳
公共服务奖获奖者，城肥一
处女子清疏班班长杨琳，被
留在了台上。杨琳的丈夫杨
涛和三岁的女儿彦彦，带着
给杨琳准备的礼物，来到了
颁奖典礼现场。为了给杨琳
一个惊喜，父女俩一直隐藏
在礼堂后面。

而当杨涛抱着女儿，拿着
鲜花来到杨琳身边时，杨琳很
吃惊和激动。对于妻子工作的
辛苦，杨涛在台上真情流露：

“原先只知道她干的活很累，
但是具体不了解。现在通过短
短的视频，才正式了解了这活
确实不容易。以前她回家老说
腰疼腿疼，让我给揉揉，现在
真的了解了。”

杨涛给妻子带来了丝巾
和手机作为礼物。“丝巾是因
为妻子在户外干活很冷，希望
能让她保暖。手机是因为她这
个活接电话特别频繁，而她用
的手机很旧了，以前说过想换
手机，这次买了三星智能机送
她。”台上一家三口的简单互
动，流淌着浓浓的温情。

“今天才知妻子这么苦”

本报1月7日讯 (见习记者
魏新丽) 在颁奖礼上，获奖者朱
荣鑫得到了一分惊喜：他曾经救
过的大学生张美玲，特地从临沂
赶来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会场，张美玲带来了当时
的故事：“去年暑假，我在解放桥
附近做兼职，跟朱老师坐同一辆
公交车。下车时正好被后面一辆
车撞了。朱老师奋不顾身地冲下
来救了我。把我抱起来，拦住车，
送到医院，直到陪我检查结束。
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能够做
到这样，真不容易。”对张美玲的
到来，朱荣鑫很惊讶：“没想到她
能过来。”

特特意意从从临临沂沂赶赶来来 给给恩恩人人一一个个拥拥抱抱

现场花絮

获奖的10位“责任市民”中有5位老年人，老人们说，虽然不富裕，但精神世界很富足。

一家三口，情真意浓。

一篮苹果，表达了村民对杨峰的感激之情。

张美玲上台给了恩人朱荣鑫一个大大的拥抱。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张中 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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