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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责任任市市民民都都是是咱咱学学得得起起的的榜榜样样
五年评选出的96组“城市良心”一直在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助人

哪里需要改进
他们就说出来

一封写给市委书记王文涛
的信，让徐乃运走进了很多人
的视线。其实，在生活当中，看
到有需要提高的地方就向相关
部门反映，已经成为徐乃运的
一种习惯。

在五年的评选中，还有很
多像徐乃运一样的人，为了解
决南辛庄街护栏安装等问题，
韩建平给相关部门打了20多个
电话；无论是火车站打车难，还
是小学生安全过马路，通过调
查，徐建和把发现的问题写出
来，多条都得到过回应；市民权
威则针对道路拥堵现状提出了
近50条关于道路改造的建议，
累计达到40万字。

自2004年提出第一条建议
以来，辛安共给省市部门提出
建议502条，总计15万字。第一
届责任市民颁奖时，他家中的
建议书及部门的批复回信摞起
来足有半米高，许多市民将他
视作“代言人”，打电话向他反
映问题。

在这几位获奖者看来，让
城市变得更好，是自己义不容
辞的责任。他们的行为，也是对
责任市民这份荣誉的一个准确
注解。

老人和大学生
成志愿服务中坚力量

在责任市民当中，有那么
一群老人，他们的闲暇时光并
没有用来晒太阳聊天，而是都
用来为社区居民服务。还有那
么一群年轻人，他们的闲暇时
光没有用在打游戏、逛街上，而
是用来为社会上需要的人提供
志愿服务。

建新街道解放路社区居民
邹桂兰免费给街坊邻居理发已
经51年了。由于热心助人，邻居
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儿唯独信任
她。由于她心底无私，邻居们对
她都很尊敬。她还在社区内义
务当楼长、化解矛盾、劝阻各种
不文明行为。

在经二路社区则活跃着一
支“商埠挎包服务队”，这个服
务队由8位老人组成，每周都上
门给独居老人打扫卫生、理发、
聊天。居民家水龙头坏了，一个
电话，挎包队员就上门帮忙免
费修理。

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的

大学生志愿者，日复一日守护
斑马线，为孩子们的安全提供
了坚实的保障。山东师范大学
一米阳光志愿服务队，则用业
余时间积极参与志愿服务。

老人们虽然年纪大了，但
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在这
颗心的映照下，青春又仿佛重
新回到了他们身上。而有这样
一群热衷于公益的大学生，城
市的明天也必将更加美好。

勇敢伸出双手
救人于危急中

当别人遇到生命危险的时
候，能够站出来，不仅需要热心
更需要勇气，齐鲁大地从来不
缺这种有勇气的人，他们当中
的多位也成了济南的责任市
民。

在今年获奖的责任市民当
中就有这么两位，市民刘程看
到门头房起火，在浓烟中跑上
跑下喊醒整栋楼的居民，避免
了人员伤亡。张科在听到有人
喊“救命”后，不会游泳的他啥
也没想跳进水中救人。

去年，有一位女子酒后从
三楼跳下，三位快递小伙联合
围观市民拉开被子，接住了女
子，救下了一条年轻的生命。马
廷华根据呼救声找到两名落水
儿童，并将其捞上来，被救上来
的孩子连眼泪都没来得及掉，
只是湿了全身。他们在生死时
刻勇于出手，真正可以称得上
义无反顾，彰显人性之善。

今年已经是责任市民和最佳公共服务评选的第五个年头了，51组责任市民、45组最佳公共服务奖
和两位特别奖获得者通过这一活动获得了肯定，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他们。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责任
市民？梳理这些获奖者的事迹不难发现，其实他们都是热心人，或建言献策，或服务于社区居民，或勇
敢地救人，都是用了不同的方式在为他人提供帮助。

获奖之后
意味着要做更多

在96组责任市民及最佳公
共服务奖获得者中，有不少人
关注着济南这座城市的发展，
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辛安、吴
明、钟倩、徐建和、杨曙明、权
威，包括第五届责任市民获得
者之一的徐乃运，他们都深爱
着济南这座城市，关注着城市
发展的每一个细节。

从2013年被评为济南市首
届责任市民以来，辛安并没
有停止建言献策，作为市民
巡查团的一员，他连续走访、
暗访多个单位，并将情况形
成材料汇报。也就是在这四
年时间里，辛安提出的建议
增加到近1500条次，累计30
万字，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城
市管理、城市交通、城市治堵、
治霾、扶贫等。

“获得的仅仅是一个荣誉
称号，但这也意味着我应该去
做更多的事，为了这个城市的
美好和发展。”不仅仅是辛安，
很多曾经获得责任市民及最佳
公共服务奖的获得者都是这么
说的。

获得第三届责任市民称号
的济南商埠挎包服务队是由一
群老年人组成。他们说，获奖之
后干得比以前更带劲，也似乎

更名正言顺了，他们被更多人
所熟知，服务领域也比以前更
多了。这也难怪很多人希望与
他们同住一个社区，与他们成
为邻居，这也正是他们的魅力
所在。

爱心不停歇
坚持在公益路上

爱心不停，公益不止。这也
是很多责任市民及最佳公共服

务奖获得者在获奖之后最常说
的话，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第二届责任市民获得者胡立华、
第三届责任市民获得者毕玉魁、
陈小丫，他们在获得荣誉后并没
有停止公益教学的脚步，反而用
自己的行动继续反哺社会。毕玉
魁在2016年继续免费教授学员，
培训残疾人，他之前培训的学员
也慢慢走上正轨，自己做起了老
板。在他看来，这是比获奖还要
高兴的事情。

一如既往，来自章丘宁家
埠镇荐家学区小学的“帮扶小
组”将这份责任和爱心延续到
了中学，脑瘫女孩张心怡在同
学们的爱心接力中学习，比以
前更快乐，也更有了面对未来
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越
来越多的身边人开始投入到公
益事业中。获得第五届责任市
民称号的周荣江、李维娜夫妇
就表示，他们跟随身边的很多
爱心人一起做公益，13日的颁
奖恰恰是他们从事公益事业的
又一个出发点。正如周荣江所
说：“约好人、帮好人、办好事，
道路会越来越畅通，我们永远
在路上。”

弘扬正能量
影响身边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

句话似乎在首届责任市民获得
者钟倩身上体现得更加深刻。
坐在轮椅上的钟倩一直在用自
己的行动告诉大家，“不能因
为身体残疾而放弃责任”。获
得责任市民称号后，她仍然
坚持自己的励志热线，坚持
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坚持
通过文字弘扬社会正能量。
不仅如此，她还走进校园，用
自己的经历和讲述去影响更
多的孩子及年轻人。在她看
来，这些都是因为获奖之后，
更多人知道了她，她也感觉到
肩上担起的责任更重了。

因为摸索着捡拾垃圾而获
得第三届责任市民荣誉称号的

“最美盲人”毕玉魁，他认为这
仅仅是源于自己生活的一个习
惯，自己的一种态度，但就是这
平凡的小事却引起了大家的热
评和共鸣。获奖之后的他一下
子成了名人，奖金和各种资助
蜂拥而至，老毕却早已想着怎
么回馈社会，“这几年吧，尤其
是获奖之后，我就想应该带动
更多盲人，让大家都拥有一技
之长，并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
口，还要用技术回报社会好心
人的资助。”在毕玉魁看来，突
然失明的打击让很多人难以接
受，他就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大
家听，将社会的爱心传递给大
家，他觉得这种身边人的影响
比教授技术更重要。

获获奖奖后后干干得得比比以以前前更更带带劲劲了了
责任市民及最佳公共服务奖获得者用个人力量带动更多的人

连续五年来，由齐鲁晚报评选出的96组责任市民及最佳公共
服务奖获得者，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感动着这座城市，获
得的荣誉并没有让他们引以为傲，更多人反而加快脚步，更多地投
入城市建设、公益服务之中，用个人力量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共同
擎起正能量大旗。

往届责任市民颁奖现场。（资料片）

钟倩获评首届责任市民荣誉称号。 （资料片）


	B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