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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听听““凡凡人人歌歌””,,看看视视觉觉公公益益吧吧
凡人善举暨视觉公益大赛颁奖典礼周日举行，请拨热线96706报名

本报济南12月4日讯(记者
韩笑) 第三届凡人歌·山东十大
凡人善举颁奖典礼即将于7日在
山东省科技馆举行，本报现正式
面向读者征集观众，一起亲临现
场感受凡人善举带来的感动。此
外,齐鲁晚报·阿里公益“天天正
能量”视觉公益大赛颁奖典礼也
将一同举行。

自第三届山东十大凡人善
举人物揭晓以来,引起了许多热
心读者的关注。“我对此次评选
活动一直很关注，这10个获奖者

的事迹让我深深感动。通过颁奖
活动可以向公众树立向善的榜
样。”45岁的读者陈先生拨打本
报热线反映。而更多的读者则打
电话询问参加颁奖典礼的途径。

“真在基层、善在德行、美在
凡人”——— 山东省新闻工作者协
会副主席何荣德用这十二个字
来评价本年度的十大凡人善举
人物。今年的10位获奖人物都是
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平凡人，可以
说，他们的事迹是真正的“凡人
善举”。

从不主动要账，攒下1880张
欠条的乡医刘庆民；十年替夫还
债近百万的62岁农妇姜恩兰；18
年访千村收集日军侵华罪证的
八旬老人任士淦；7岁起背姐姐
上学的14岁少年丁建博；治了脑
瘫儿子又救助百余残障儿童的

“最美妈妈”侯立霞；照顾患癌同
事三年的兖矿女工张梅、牟秀
萍……颁奖典礼当天，这十位感
动过全省乃至全国人民的人物
将来到现场，诉说自己的故事，
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再次奏响

一曲曲由平凡人谱写的伟大赞
歌。

前两届山东十大凡人善举
的颁奖典礼，数百位读者通过报
名获得了参加的机会。在典礼现
场，通过聆听一段段真善美的故
事，在座观众深受感动与鼓舞。
今年，我们将继续邀请广大读者
亲临现场，收获凡人善举向上的
力量。

此外，由山东省委宣传部、
山东省文明办指导,齐鲁晚报和
阿里公益主办的“践行核心价值

观,弘扬四德好风尚—齐鲁晚报·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视觉公
益大赛”颁奖典礼也将一同举
行。届时，平面作品、微视频、摄
影作品的一、二、三等奖的获奖
作者将到现场领奖。

可歌可泣的凡人善举，汇聚
社会正能量。如果您想亲临现场
体会那分温暖，想让身边的亲友
感受到那分温暖，那就拨打本报
热线电话96706或记者电话0531
-85193838报名，即有机会现场
参加颁奖典礼。

环卫工张梅、牟秀萍：无私照顾患癌同事3年

““只只想想让让她她觉觉得得这这里里像像个个家家””
文/片 本报记者 马辉
通讯员 通讯员 董桂才

12月1日，一轮降温让室外
温度变得格外低，在兖矿集团
兴隆庄煤矿的家属院，张梅和
牟秀萍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忙碌着。每天上午7点到11
点，下午1点到5点，她俩在这段
时间打扫大院，维护着家属院

的环境卫生。
在得知自己入选“第三届

山东十大凡人善举”后，张梅和
牟秀萍显得十分平静。牟秀萍
说，照顾宫玉玲3年，我们也算
没枉一场姐妹同事之情，现在
她已经去了，我们的生活也回
归到正常状态，工作还是老样
子，没什么特别的。

张梅、牟秀萍和宫玉玲都

是普通的环卫工人，曾经都在
一张桌子上吃饭，同住一个家
属院。她们只想让宫玉玲觉得，
这里像个家，让她走的时候，心
里还是热乎乎的。

牟秀萍说，她们觉得和宫玉
玲17年的同事情缘，已经亲如家
人一般，宫玉玲的形象也会永远
留在自己的记忆里。想起这些年
与她相处的日子，给她洗澡擦身

子、寻医针灸，一起面对疾病的
折磨，一起面对生活中的风雨，
心里还是十分难过。

“父母从小教育我要‘人敬
我一寸、我要敬人一丈’。虽然因
为在帮助宫玉玲的事情上，很多
人也很不理解。”但张梅认为，做
人就要始终坚守心中的那分善
良和纯真，能帮助别人，就要尽
量用自己的力量多多帮助他人。

“谷子地”郑沂家：只要能帮助别人我无怨无悔

奔奔波波千千里里，，又又找找到到多多位位烈烈士士家家人人
文/片 本报记者 高祥

接到自己被评为山东十大
凡人善举的电话时，郑沂家非
常激动。40多年来，临沂63岁老
人郑沂家为烈士寻名，为村民
脱贫，以一己之力尽其所能奉
献社会，“只要能帮助别人，我
无怨无悔”。

4月3日，本报刊登郑沂家

45年苦寻86名烈士的报道后，
郑沂家家里的无名烈士寻名热
线就几乎不断。

“报纸的影响力真不小，
全 国 各 地 都 有 打 电 话 过 来
的。”郑沂家说，连续几个月，
他接到了很多烈士家人寻亲
问根的线索。

根据各地寻亲者提供的线
索，郑沂家通过寻找，找到了朱

村战役牺牲烈士的英魂去向：
除了安葬在村里的8位烈士外，
一部分葬在了茶山烈士陵园，
一部分葬在了苍山烈士陵园，
还有一部分葬在了临沂经济技
术开发区。

他们还坐火车到北京、齐
齐哈尔和尚志市，找到了烈士
张茂玉的两个孩子。老伴王德
云说，因为“十一”前后是旅游

高峰，他们买不到火车座票，两
个人就带了个马扎倒替着坐，
一路来回腿都站肿了。

“张茂玉在狱中生下了
一个婴儿，娘俩儿一起遇害，
撇下两个孩子成了孤儿，跟着
婶子在庄稼地里躲了大半年，
最后跟着大人闯了关东，我们
这次找到他们，也算为烈士做
了点事”。

乡医刘庆民：先看后付、电话24小时开机的规矩不会变

““为为大大家家累累点点，，这这种种辛辛苦苦值值得得””
本报记者 李倩

泗水县苗馆镇隈泉村乡医
刘庆民35年坚持先看病后付费，
即使身患膀胱癌也没张口向村
民要过账。他的事迹被报道后，
成了十里八乡的名人，但刘庆民
对待病人的态度始终没有变，

“先看病后付费，电话24小时开
机随叫随到，这两条规矩是我立

下的，即使孩子接班也不能变。”
得知自己获奖后，刘庆民难掩激
动，“这条路我走对了，虽然累，
但不是为了自己累，为了大家累
点，这种辛苦是值得的。”

刘庆民的事迹被报道后，得
到社会的关注，有关他的报道也
有厚厚的一沓，一些专家还主动
联系他，进行技术上的帮扶，这
些都让刘庆民十分感激、感动。

“我能看的尽力看，看不了的，陪
着送医院看，绝对不能不管。只
要干一天就不能辜负一天。”

查出膀胱癌后，刘庆民的
情绪曾一度十分沮丧，感觉自
己的日子不多了。而媒体报道
后，社会各界对他的关注和帮
助，他又重新有了希望，让他更
欣慰的是，儿子、儿媳也踏踏实
实留在大山的卫生室。

“现在儿子在背诵《汤头歌》
《药性赋》等中医经典，我想增加
些中药，在考虑改善村民的就诊
环境。”刘庆民说，村里的山上
有元胡、蒲公英等几十种中药
材，他可以上山采药，都是用在
村里的人们身上，这样还能减
轻大家的看病花销负担。“干一
天就一天不能失职，这条路我
没走错，为大家累点值得。”

第三届凡人歌·山东十大凡人善举评选
指导：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
主办：齐鲁晚报
协办：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脐血库

刘庆民不时接到村民的求诊电
话。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12月2日，郑沂家在临沭县曹庄
镇朱村讲解当年战役情况。

张梅、牟秀萍正在清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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