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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骊是郑州市爱心导盲犬服务中心主任，小时候梦想当一名文艺兵或驯兽师的
她，却选择了导盲犬训导师这份公益事业。2007年5月，关骊得知中国也有了导盲犬
训练基地后，两年内连续6次往返大连学习导盲犬训练技术。

2011年 4月，关骊把花费 10多万元训练的河南首只 2岁导盲犬“A米”，赠送给
了郑州市盲人按摩师李国富夫妇，填补了河南省导盲犬为残疾人服务的历史空白。

她带领盲人朋友与导盲犬多次乘公交、进商场、到公共场所，宣传国家保障残
疾人的法律、法规，参加郑开国际马拉松比赛，登上二七纪念塔，参观洛阳王城公
园牡丹花会，到武汉参加《中国梦想秀》海选等主题活动。

2013年 10月 15日“国际盲人节”，关骊把她和爱心志愿者共同训练出来的第二
只导盲犬“凯西”赠送给了第二个盲人朋友，后来又送出第三只、第四只……她用她的
满腔热血让更多的人关注导盲犬事业，让全社会关爱残疾人。

平凡人的不凡事，二七区道德模范故事汇传递“榜样的力量”
还将走进社区、学校、企业进行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讲

现场
9个典型代表的故事
诠释着榜样的力量

5月 9日上午，由二七区委宣传部、二七区文明办主
办，黄河科技学院承办，二七区文化旅游局、各参演单位
协办的二七区2017年道德模范故事汇在黄河科技学院学
术报告厅举行。二七区各乡镇、街道、区直各单位、各级
文明单位的工作人员共1200余人观看了演出。

本次道德模范故事汇选取了辖区9个典型代表，采用
情景讲述、朗诵、音诗画、歌伴舞、微访谈等形式生动地展
示了方秀云、窦桂花、宋扬、关骊等道德模范的风采。今
年新挖掘的“中国好同学”、爱心餐馆的事迹也被编成了
节目，他们的感人事迹、他们的坚韧和坚持、他们为他人
服务的精神深深感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表演，都在诠释着榜样的力量。
当前，二七区正在不断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全力建设“温
暖二七”。2016年，郑州市涌现了 8位“中国好人”，其中
二七区3人；7位“河南好人”，二七区3人。在各县（市）、
区中入选人数最多。二七好人、先进模范成为二七现象，
彰显出二七人的优秀品质。

据了解，下一步，二七区还将继续深入开展道德模范
故事汇基层巡讲活动，走进社区、学校、企业等，让温暖传
播得更远，努力打造“温暖二七 道德高地”，为二七区建
设“品质二七、田园二七、温暖二七”提供坚实有力的道德
支撑。

总有一种力量能让你坚定前行，总有一种关
怀让你倍感温暖。5月 9 日，二七区举办了
2017年道德模范故事汇活动，讲述了辖区9个
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让群众在听故事中受教
育，在看表演中潜移默化，自觉敬好人、学好人、
做好人、帮好人。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刘阳/文 胡源浩/图

节目7《中国好同学》
朱春雷：截瘫19年，同学帮他，他帮学童

1998年大学毕业的朱春雷准备开一家电脑公司，所有的工作筹备完
毕马上要开业时，一场车祸不期而至，造成朱春雷颈部以下失去知觉，下
身瘫痪，朱春雷的同学承担起了照顾他的责任。

朱春雷现在住的房子是同学姚军伟的，社区给朱春雷办了低保，每个
月有600元，每年同学们都会为他凑几万块钱，支付康复训练和保姆费。

除了到医院康复时背进抱出，平时，同学们也是谁有空就带朱春雷出
去散心。同学们对两个日子很熟悉，1月19日，朱春雷的生日，4月23日，
车祸灾难日。每年这两天，他们都会陪朱春雷一起过，19年来从未忘记。

为了减少同学们的负担，朱春雷也自己开办起义务助学，每到周末
或者晚上，就招呼同学的孩子来到他的小屋学习。朱春雷说，现在自己
把功课给拾回来了，自己的信心也树立起来了，觉得自己还有用。19
年，朱春雷的同学用爱与坚守，诠释着一段不离不弃的同窗深情。

节目8《那一抹橘色》
王旭和贾建超：请环卫工吃午餐，已坚持了一年多

每天中午11点，长江路与京广路附近的一个饭馆就热闹了起来，附
近的环卫工人聚集在这里，喝着水聊着天，紧接着，香喷喷的饭菜上了桌。

饭店老板是王旭和贾建超。今年31岁的王旭是南阳人，2006年大专
毕业后当过环卫垃圾清运车司机、给人送过煤气罐。贾建超比王旭大5岁，
许昌人，十几岁就来到了郑州，当过饭店服务员，做过水果商贩，开过粮油
店，每天起早贪黑地给饭店送米面油。

相似的经历让这两兄弟有了创业开店的想法。一年前，两人在长江
路与京广路选了门面房，决心创业开饭店，起名“三味故事”。问及为何
请环卫工免费就餐，王旭说：“还是在开垃圾清运车的时候，看到环卫工
生活挺不易的，大冷天儿，就带点馒头凉水，热乎饭都吃不上，就想有朝
一日能帮助他们。”

每天，这群穿着橘红色马甲的环卫工人坐在店里吃饭，已经成了一
道风景。说起自己的心愿，这两个 80后老板说，希望多开几家分店，能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节目9《一块桦树皮 四平传家风》
方秀云：英雄精神代代传，平凡家庭不平凡

在永安东街社区 95号院里，说起方秀云老人，邻里街坊都知道，她
是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的儿媳妇。方秀云有5个孩子，在孩子们很小的
时候就教育他们：“你们长大了一定要给爷爷增光添彩，不要给爷爷脸上
抹黑。工作能力大小是一回事，但是人品一定要好，做人第一，做事第
二。”这一直是马家的家训。

1964年，丈夫马从云病逝，当时年仅 39岁的方秀云带着最大 14岁
和最小仅有 5岁的 4个孩子一起生活。为了将 5个孩子抚养成人，她糊
纸盒、缝手套、到铁路上穿细铁丝等。就是再苦再难，老人也从未向组织
提过任何要求。

在方秀云老人的教导和影响下，5个孩子都是共产党员，在铁路系
统的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着自己，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
“平凡中严格要求，平静中不落
后，平常中有责任，平淡中懂知
足”正是对这位平凡而伟大母亲
人格魅力的最好诠释。

节目1《感动在温暖之间》
窦桂花：
古稀老人十四载义务缝制
千双鞋垫送官兵

2003年，窦桂花去部队看儿子，看到战士们大冬天的
站岗几个小时，心疼不已，回来之后就想着战士们垫上个
软鞋垫，至少站岗的时候脚就不会冷了。

于是从那时起，每天她一有时间就伏在缝纫机上做
鞋垫。有的时候为了赶着给人送鞋垫，她就把每日三餐
减为两餐。每次送到部队的鞋垫都会装上一麻袋，找辆
三轮车亲自送过去，还要亲眼看着战士们垫上鞋垫，每到
这时，她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因为做鞋垫需要不少布料，每天的服装、纺织品市场
也少不了窦桂花的身影，她把别人不要的边角料全都搜
集起来拉回家。时间长了，服装市场的商户都认识她，有
的时候还会主动“送货上门”，给她送来材料。

今年 79岁的窦桂花说：“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没啥
值得表扬的。只要我活一天，我都会坚持做鞋垫，去送给
更多有需要的人。”事虽小，但贵在坚持，14年义务缝制，
一针一线中流淌的是慈母般的爱和温暖，彰显的却是助
人为乐的传统美德。

节目2《漂洋过海的承诺》
宋扬：照顾瑞士籍老人14年，将其接回中国养老

1999年，宋扬在英国留学。一次在地铁站里偶遇拎着
重物的瑞士籍老人汉斯，汉斯当时 66岁，腿脚不便，宋扬帮
他一起把东西拎回家。宋扬来到老人的廉租房中，发现家
中简陋脏乱，汉斯只身一人，只吃些超市的生冷食物。此
后，宋扬常常帮着打扫、烧饭。不久，汉斯就提议两人住在
一起，方便互相照顾。

2007年夏天，宋扬回国工作。2008年，在得知汉斯因患
病而瘫痪在床无人照顾的情况后，宋扬决定将老人接回中国

赡养，自费 10余万元为老人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和脊髓手
术，并在术后将老人接回家中赡养。

多年来，宋扬用轮椅推着老人游历了全国 20多个城市。
宋扬和汉斯还义务在社区辅导英语爱好者数千人（次），并积
极参与了众多敬老公益活动。2013年 12月，81岁的汉斯在
郑州永远地闭上了他的双眼，按照老人的遗愿，宋扬将老人
安葬在了郑州。宋扬也终于实现了在 10多年前对老人许下
的承诺：我会照顾你终身。

节目3《送你一片暖阳，还我一个微笑》
孙媛媛：把青春无私地献给了特殊教育事业

孙媛媛是 2002年 8月到郑州市盲聋哑学校担任盲童的
语文教育教学工作的。2009年9月，她满怀信心地接手了新
招收的盲一年级，新同学一共8个，但多重残疾占一半以上。

为了找出有效的教育方法和策略，她经常向老教师请
教、给全国特教专家写信咨询、上网查找相关资料，还花费
大量的时间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并结合班级每个同学
的实际情况制定个别辅导计划。在对多重残疾孩子的教学

中，她学习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多篇论文获省、市一等奖。
在生活中，孙媛媛更以满腔的热忱关爱学生。有一次，

她的学生博博突发肠胃炎，孙媛媛知道后立即带他去医院，
挂号、缴费、做检查、取药、打点滴……等博博的父亲到医院
看到她已安顿好了一切，感动得红了眼睛。

15年来，她把慈母般的爱播撒给了最需要关怀的残疾孩
子，也把最浪漫的青春年华无私地献给了特教事业。

节目4《爱的勋章》
崔晓春：他是铁骨铮铮的警察，更是任劳任怨的父亲

今年 50岁的崔晓春是郑州铁路公安处郑州站派出所的
一名民警，22岁入警，坚守在铁路公安岗位已20余年，先后帮
助过往旅客排忧解难 1000多件，收到旅客寄来的表扬信 100
余封，帮助找回遗失物品价值10万余元。

工作中，他自学急救知识，8年里抢救晕倒、昏迷旅客 50
余人。他立足工作岗位，先后抓获各类上网通缉在逃人员
42名。

郑州火车站广场的东西两侧各设立了一个“晓春便民服

务岗”，“有警情，找晓春”成了去年郑州火车站春运的一个亮
点词汇，每天到岗前咨询的旅客络绎不绝。

崔晓春的妻子仝洋是郑州铁路局郑州建筑段的一名工
人，他们有一双儿女，儿子崔智成1岁就患上先天性脊髓脂肪
癌，胸部以下高位截瘫，生活不能自理，崔晓春和仝洋一起护
理瘫痪卧床的儿子20余年。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工作，仝洋除
了工作之外，全力照顾孩子，支持丈夫，夫妻两人从来没有因
照顾家庭而影响工作。

节目5《你是我的眼》
关骊：郑州导盲犬第一人，送盲人“第二双眼睛”

20多年前，田璐的父亲在工作时不幸被砸中脊背造成高位截瘫。当时，田璐刚
刚上中学，田璐的妈妈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面对这种情况，只有十几岁的田璐选
择了辍学，挑起了照顾父母的重担。

3年前，田璐的妈妈去世了。田璐全家的经济来源仅靠父亲的病退工资，他在生
活上“精打细算”，除了支付父亲的康复费用外，在饮食上他精心给父亲调配，有荤有
素、有粗有细，自己却节衣缩食，身上穿的衣服还是中学时的校服。

田璐还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就是每年都给
父亲添一个大件物品，如液晶电
视、电脑等，让常年卧床的父亲虽
然出不了门，却从不寂寞。

每次田璐推着轮椅带父亲出
去，在上下楼时都有邻居出手相
助，他常说：“人活在世上，每个人
都会遇到苦难，只是困难的形式不
同。只要勇敢地面对，什么困难都
会迎刃而解。”

节目6《父亲的专业护工》
田璐：父亲的专业护工，照顾截瘫父亲20余年

讲述辖区内窦桂花老人先进事迹 采访最美铁路警察崔春晓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