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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吴光于、李力可

刺骨雪水西出青藏高原东麓的岷山，一路
向东奔腾。到达都江堰后，汹涌的江水被一分
为二，少了湍急，多了舒缓。千百年来，岷江
的百千支流滋润着成都平原，成就了“草树云
山如锦绣”的“天府之国”。

我们要探访的村子坐落于成都西边的温江
区寿安镇，唤作“岷江”。村里的“大当
家”——— 村党总支书记陶勋花是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代表。这位名字里带“花”的“大当
家”，家乡也跟“花”大有渊源。这里到底什
么样？赶在她启程进京前，我们去一探究竟。

“大当家”的“花样烦恼”

“地富鱼为米，山芳桂是樵。”唐朝诗人
田澄曾如此描述成都的丰沃。

一千多年后，桂花依然幽香扑鼻。
寿安镇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桂花基地。

岷江村用于花木种植的土地达到了九成，绝大
部分是桂花。

上世纪 90 年代起，城市对苗木需求旺
盛。这为村民们开启了一条致富新路，岷江村
的良田逐渐转型为花圃、苗圃。

可是从 2010 年起，苗木市场逐渐饱和，
一棵十多年的桂花树从过去 3000 多元跌到了
100 多元。

也是那一年，陶勋花当选为村党总支书
记。

“大当家”今年 47 岁，典型的四川幺妹
的样子，做事却有男儿风骨。

“当时岷江村是寿安镇的‘尾巴村’。大
家挣钱越来越难，心里焦急，各种矛盾突出。
村里基础设施落后，卫生环境也很差。”她回
忆说。

在她之前，村里好几届书记没干满就打了
退堂鼓。

为延伸桂花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她联系
了沿海提炼香精的企业。村民们将桂花以每公
斤 6元的价格盐渍后出售，每亩能卖千元，但
品种仅限“八月桂”。桂花树修枝、施肥、除
草等花费高达 4000元，还是亏本。

鲜花的味道和功能都好，价格也高，却攻
克不了保鲜难题。她又跑了周边 20 多个企业
希望就近收购，可厂家只是在产品中适量添加
鲜花，用量极其有限。

岷江村的出路在哪里？“大当家”一头乌
黑的长发染上了白霜。

“绿色就是村里的优质资产”

一条穿过村庄的绿道动工了。
“最初我们听说‘绿道’，以为是修一条

路方便卖树。心里嘀咕，树都卖不脱了，还修
啥卖树的路哦。”她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一看设计的效果图，陶勋花恍然大
悟——— “这是可以带动乡村旅游、乡村发展的
好东西！我们为啥过去光想着在桂花树上‘吊
死’呢？”

彼时的岷江村，居民环保意识淡薄，与效
果图上描绘的美好图景相去甚远。

“政府为我们做好了基础，如果顺着绿道
找到的是一堆垃圾，不是丢脸吗？”她决心要
在村里搞一场“环保革命”，先从生活垃圾前

端分流回收做起。
全村被划分为 34 个院落，院落长负责挨

家挨户巡查卫生状况，并开展垃圾分类引导、
宣传。

“卫生纸、烟头丢到垃圾房里；菜帮子、
树叶可以堆肥；报纸、牛奶盒、酒瓶子可以称
重换钱。” 73 岁的肖志英讲起垃圾分类，头
头是道。

村里还设立了积分制，每用可回收垃圾换
1元钱，就可积 1分，积满 5分，就可获得抽
纸、蚊香等奖励，年终还会评选出优秀院落、
优秀村民。

通过这样的“启蒙”，岷江村成了远近闻
名的“环保村”。
在村里的乌龙岛上，“岛主”余树根每天

起床第一件事，便是将绿道上的落叶扫拢，填
到树坑里堆肥。岛上的绿道上看不到半片垃
圾，只闻得阵阵花香。

“绿色成了村里的优质资产，社会资本自
然就会被吸引过来。”陶勋花说。去年，岛上
一家帐篷酒店开门迎客，常常一房难求。

最近，一个由政府出资进行基础配套，
“合作社+农户+公司”模式的“九坊宿墅”
乡村旅游项目也在村里落地。家居设计坊、
染织坊、女红坊、鸟笼坊……已初具雏形。

“推窗见田、开门见绿”，打造美丽宜
居公园城市，是当下成都正努力塑造的城市形

态。这一切，在岷江村，因为绿道的到来，变
成了现实。

成都市规划，到 2035 年，全市将建成
1 . 69 万公里的绿道，成为全球最长的慢行系
统。同时，它还将承载慢行交通、生态保障、
休闲游览、城乡统筹、文化创意、体育运动、
农业景观、应急避难等八大功能。

陌上花开，最宜缓行。人们走着路、骑着
单车来到了岷江村。

绿道旁，一株株茂盛的铁树、吐艳的海棠
和散发着幽香的四季桂，则是村民们自发献上
的馈赠。

这不正是杜甫笔下“黄四娘家花满蹊，千
朵万朵压枝低”的田园风光么？

“生命线”送来新发展

“绿道带来了人气，我们就要围绕它，
让乡村的造血功能得到提升。”陶勋花依然
惦记乡亲们的桂花树，琢磨着“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桂花树在城市绿化工程中并不占优
势。一亩地种 50 株，密密麻麻，长势也不
好。如果能做成盆景，发展‘阳台经济’和私
家车的‘后箱经济’，我们就有希望了。”

村干部动员村民每亩锯掉 30株，只保留
树桩培育盆景，留下的精品留着为将来的乡村

旅游造景。盆景两三年内即可成形出售，一
盆能卖四五百元，一棵树做成盆景，价值能
翻几十倍。

如今，岷江村 800 多户村民中已有七八
十户为 3000 多棵桂花树剃了“光头”。盆
景不需要复杂的盘扎技术，只需简单的断
根、露根，对于个个是园林高手的村民来
说，一点即通。今年，这些盆景就可以出售
了。

3月 2 日，陶勋花启程进京。
临走前，她特意在行李箱中装上了村里

姐妹们的手艺——— 几个桂花香囊和几个形象
呆萌的熊猫玩偶。

一些姐妹托她向北京带话-希望国家加
大力度鼓励农村妇女居家灵活就业。“这样
既增加农村家庭的收入，也能解决留守老人
和儿童问题。”

她带去的还有一份建议，盼望国家能推
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问题的立法，破解农村
融资“难、慢、贵”。

飞机起飞时，她俯瞰辽阔的成都平原。
下方的空港花田“绘出”了几只憨态可掬的
大熊猫图案，远方一座座雪峰清晰可见。

她说，到达北京后，将骄傲地告诉每
个人，她的家乡是一座公园般的城，那里花
团锦簇、四季常青，有看得见雪山的阳台，
以及许许多多为了绿色发展奋进不止的人。

新华社北京 3 月 4 日电(记者樊攀、孔祥鑫)“我
的家风是善良、实干、奉献。”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
大街社区 14 号楼，居民安改芝投身于楼长等志愿服
务工作中，她与女儿两代人都曾入选“中国好人
榜”。她说，她的家风源于记忆深处对父亲的印象，
源于父母的教育和精神的传承。

“有安楼长在，我感到安全、踏实”

安改芝曾入选中央文明办设立的“中国好人
榜”，她的家庭也曾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五好文明
家庭”荣誉称号。

40 岁那年被查出身患癌症后，她不曾绝望，反倒
坚持与“命运之神”抗争。2011 年她从普通居民“升级”
成楼长后，楼里的大小事务都被她处理得井井有条。

14 号楼有 104 户居民，尽管已年过六十，安改
芝仍铆足精神投入到楼长的工作中。每天清晨，安改
芝在照顾好腿脚不便的母亲后，开始巡楼。

安改芝说，正月初五才踏实地在家吃上一顿饺
子。腊月二十九，一户居民家中水管爆裂；大年初
二，又一户居民家的电表着火，她都得去帮忙。尽管
是在过年期间，她凭借自己的好人缘，快速找到维修
人员，帮助居民解决了这些问题。记者采访期间，几
乎每一名住户在见到安改芝时，都会笑着打招呼。

在 14 号楼租住两年的孙秀琴和安改芝是邻居。
她说，家门口堆放的杂物会被安改芝默默收拾整理
好，“有安楼长这么一个认真负责的人，我感到安
全、踏实，也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

“爸爸教导我活着要有价值”

安改芝说，现在担任楼长时所做的一切，都是受
到父母教育和影响的结果。当提到父亲时，她仍然会
想到庆丰包子铺的包子，想起父亲实干、奉献的精
神。“我只是将这种精神用在志愿服务的工作中。”
安改芝说。

安改芝的父亲曾是庆丰包子铺的经理，全家六口
人都靠着父亲的收入生活。“那时候小，吃不饱饭，但从
来没有吃过一口庆丰包子铺的包子。”令安改芝印象最
深的是，那个时候父亲每晚十一点下班回家都要找吃
的，“他守着一个包子铺，却没有私自吃过一个包子。”

一直到工作后才吃到庆丰包子的安改芝说，父亲
一直是街道服务志愿者，是父亲教会了自己要严于律
己、宽以待人、甘于奉献、多为别人着想。

去年安改芝的父亲去世后，很多邻居都自发地来
家里慰问，因为他们希望能悼念那位在楼道见面时会
叮嘱他们天冷加衣、外出小心的老人。安改芝说，“‘活
着要有价值、死得要有尊严’，这是我爸常说的话。”

“妈妈是我最好的榜样和楷模”

安改芝的父亲已经离世，“善良、实干、奉献”
的家风依然得以传承。安改芝的女儿黄迪出生于
1989 年，她也曾入选“中国好人榜”。

“妈妈是我最好的榜样。”黄迪说，祖辈和父母
所做的一切对自己产生了巨大影响。

2002 年，噩耗突然降临。安改芝的丈夫是旅游大
巴司机，在将游客安全送达八达岭长城后突发脑溢血
去世。“那段时间我的头发都白了。”安改芝回忆起往事
仍会不自觉地流出眼泪。伤痛过后，她开始从事社区志
愿服务，慢慢地，她也成为志愿者队伍的主力。

黄迪将母亲的转变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上。父母
与人为善、孝敬老人，黄迪从小就耳濡目染，她效仿父
母照顾起了年迈的姥姥，并为社区的老人们提供志愿
服务。

2013 年，黄迪参加工作。在领到人生第一笔工
资后，她给楼上楼下 35 户老人每家送去 5斤“爱心
鸡蛋”。从姥爷的“包子”到黄迪的“鸡蛋”，这个
家庭善良、奉献的精神一直没变。黄迪说：“这些都
是我应该做的，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互为榜样、互相激励，安改芝和女儿黄迪正携手
前行。

▲陶勋花（左）在指导居

家灵活就业的妇女缝制衣服。

陶勋花（右三）在手工

钩织培训班上指导村里的妇女

制作手工玩偶。

陶勋花（左）在乌龙岛

营业的帐篷酒店中和工作人员

讨论工作。

图片均为张志强摄

“桂花村”女当家的花田“花”事
记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岷江村党总支书记陶勋花

新华社北京 3 月 4 日电(记者白洁)52 岁
的出租车司机赵凤义每天开车穿行在首都的大
街小巷，和其他许多同行不同的是，在他车子
前挡风玻璃右下角有一块铜黄色金属牌，上面
刻着带有雷锋头像的“首都的士雷锋车队”字
样以及一个数字“ 238 ”。

“ 238 ”是指赵凤义是第 238位加入“首
都的士雷锋车队”的司机。目前，这支成立于
2007 年 12月 29 日的车队经过 10 年的发展，
已从最初的 19 名队员壮大到 547 名，队员来
自北京 71 家出租车公司。 2012 年，雷锋车队
获得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工人先锋号”称
号。

不过相较于近 7 万辆的北京出租车总数来
说，这支车队仍是一个很小的群体，平均每一
千辆出租车中才有 8辆是雷锋车队队员。

赵凤义来自北京延庆，开了 20 多年出租

车。 2015 年春天，赵凤义偶然结识了一位同
行，得知对方是雷锋车队队员，对雷锋车队早
有耳闻、但苦于不知如何加入的他，立刻表达
了自己想要加入其中的意愿。对方把他拉入一
个微信群后说：“先考验一下吧。”

所谓考验，主要是看申请者是否有爱心，
能否主动助人为乐以及是否有毅力做到长期坚
持。赵凤义积极参加群里通知的志愿活动，终
于在当年 6 月 29 日正式成为雷锋车队的一
员。

两年多来，他在日常营运之余，参与了车
队组织的大大小小各类志愿、公益活动不下
20 余次，至于平时帮助过的乘客人数多到
“自己实在记不清了”。

他说，车队大约一个月会组织一次志愿活
动，“更多的是靠日常的点滴小事、举手之劳。”

平时，他会在车里备一条电瓶连接线，碰

上路边电瓶没电的抛锚车，他会主动帮对方接
电打火。每年高考期间，他会在车上拴上绿丝
带，义务接送高考生。

今年 2 月 15 日，大年三十，晚上 9 点
多，赵凤义和十来位车队队友来到北京南站蹲
守，保障乘坐夜班车的旅客能够顺利打到车。

“当时守着的出租车不都是雷锋车队
的，也有还在拉活的师傅。遇上这样的，我
们就让他们先拉上乘客走，我们守到最
后。”赵凤义说。

除夕夜，赵凤义一直守到 12点，拉上他
的最后一名乘客离开北京南站。这位乘客对
赵凤义说，完全没想到这么晚居然还能打到
出租车，“感觉自己像中了大奖”。

雷锋车队有个规定，凡是遇到 70 岁以上
老人单独乘坐出租车，一概免收车费。赵凤义
说，当他告诉老人不收钱时，有些老人会执意

给钱，理由是“这么大岁数很多车都不愿意
拉 ，你愿意拉我就很感谢了 ，哪能不要
钱？”

每当这种时候，他都觉得特别暖心：
“很感动，觉得自己做的事有价值。”
在正式成为雷锋车队队员一年后，年逾

五旬的赵凤义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目前，
赵凤义正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接受党组织的考
察。

赵凤义坦言，加入雷锋车队对自己的收
入有影响，家里亲戚也不是很理解。“不过
好在我媳妇挺支持我的。这是我自己愿意做
的事，不在乎他们说什么。”赵凤义说。

“做了好事，会有一种成就感。不为图
回报，就是心里舒坦。”赵凤义说，他会一
直坚持下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更多
的人。

“的哥”赵凤义：做了好事，就是心里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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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4 日电中央文
明办 4 日通过中国文明网发布 2月
“中国好人榜”， 101 位助人为
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
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
榜。

江西南昌，年已六旬的万佐
成、熊庚香夫妇创办“共享厨房”
为病患家属提供烹饪便利；湖北恩
施，大学毕业生袁辉坚守山区支教
将志愿服务进行到底；河北石家
庄，交通局职工许青树将掉进冰湖
的 3 名儿童一一救到岸上；江苏连
云港，海军中校曹海滨毅然跳入冰
冷海水中成功救出两名被困礁石的
游客；上海杨浦，复旦大学钟扬教
授援藏多年摸清西藏“生物家
底”、将毕生精力献给生物多样性
保护事业；浙江台州，农科院研究
员王一成一心为农，将生命投身于
乡村振兴；四川内江，消防队长吴
俊寰在灭火救援中冲在前面壮烈牺
牲；海南三亚，“ 90 后”小伙李
鸿民辞掉城里工作回村照顾 4位重
病亲人……这些善行义举可亲可
敬、可信可学，让人们感受到普通
人身上的大义大爱和高尚情操。

本月“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
人”活动共收到网民推荐的好人好
事线索 234 万条，点赞 492 万人
次，网页浏览量超过 3240 万人
次。

网友在活动平台上留言：“在春节团圆喜庆的时
候，读到这些好人故事感到格外温暖。”还有网友
说，身边好人是可爱的“雷粉”“锋蜜”，他们传递
着生命的意义和快乐，播撒着社会的温暖和阳光。

好 家 风 育 出

两代“中国好人”

三次勇入火场，空降兵战士为救人壮烈牺牲
新华社武汉 3 月 4 日电(张汨汨、蒋龙)3

月 3 日下午，武汉市洪山区梨园街道东湖花园
小区二期一居民楼内发生火灾。正在家休假的
空降兵某旅直升机团四级军士长李道洲，冲进
火场救人，与他人共同救出 2 人后，救第 3 人时
壮烈牺牲。

据介绍，火灾房主为一对 80多岁的老夫妻，

家中有一名 51 岁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女儿。着
火时，老夫妻均不在家，回家后发现起火，连忙拨
打物业电话，并进去找女儿，结果被困在屋里。

李道洲的妻子在小区物业工作，李道洲当
时正在物业办公室等她下班。看到物业人员赶往
火场，李道洲也拿起灭火器冲了上去。在和物业
人员先后救出老夫妻两人后，李道洲得知他们的

女儿还在屋里，又和老婆婆返回火场。老婆婆说，
她拿着手机在前方照明，李道洲背着女儿走在后
面，但自己出来后，李道洲和女儿没有出来。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迅速展开灭火，待火
势稍小，搜救人员进场，发现原先可以行走的过
道，全部被烧焦倒塌的燃烧物堵塞。屋子不断冒
着浓烟，并反复燃烧，搜救中断。现场采取高架

水枪连续灭火，直到 4 日零点左右，火势才被
扑灭。凌晨 3点，搜救人员在现场发现一男一
女两具尸体。经确认，男性为李道洲，倒地姿
势为李道洲背着另一遇难者。

李道洲，男，1988 年 7月出生，2005 年
12 月入伍，四级军士长军衔，生前为空降兵
某旅直升机团场站汽车连七班班长。

这些善行义举可亲可

敬 、可信可学，让人们

感受到普通人身上的大义大

爱和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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