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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新闻

给传承家乡文化
出资出力、建言献策

与此同时，张然了解到，他的
出生地是一代太极宗师张三丰的
故里。为传承太极文化，他查阅
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走遍了南召
的山山水水，寻找有价值的历史
文物和历史文献，收集有价值的
文献 10 余册。他积极向当地政
府建言献策，并结合自己的调研
成果，撰写有关保护、传承、修缮
的意见和建议。

为让百姓了解自己的家乡，
张然出资修建了太极文化广场。
2006年，在他的策划下，首次举办
了“首届农民太极文化交流艺术
节”，吸引了全国各地有志之士前
来参加。

眼前，这个阳光十足而帅气
的小伙子，这个大山里走出去又
走回来的 80 后爱心大使，给故乡
留下了一个个动人故事。而他身
后还有着一系列的称号——“温
暖 2009·河南十大爱心人物”、
2009年“三色鸽杯”南阳市第八届
十大新闻人物、第十五届中华大
地之歌的“十佳新闻人物”和“中
华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南召县太
庙乡十星人物……

新增基础养老金补贴
最快下月补发到位
本报讯 郑州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
遇调整方案本月 8 日公布，规定自今
年 10 月 1 日起基础养老金上调至每
人每月 120 元。过去两个多月新增
的基础养老金补贴如何发放？新政
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如何计算？
针对这些热点问题，郑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昨召开通气会详细
解读新政。

市人社局养老保险处副处长汤克
民介绍，他们正在重新修改系统，过渡
期新增的养老金补贴最快下月、最迟
春节前能补发到银行账户上。

新政后基本养老金咋计算？汤克
民介绍，以年满 80 周岁的老人为例，
每月可领基础养老金 120 元、高龄老
人生活补助金 100 元，如有个人缴费
账户，还能领取个人账户部分。

年龄越高，领取的高龄养老金也
越多。年满 90 周岁不满 100 周岁，每
人每月领200元；年满100周岁及以上
者，每人每月领300元。
郑州晚报记者 冉小平

晚报发起“善行绿城 衣暖人心”

志愿者爱心捐衣暖冬行动
半天募集近4吨爱心衣物
本报讯 昨日上午，由郑州慈善总会发
起，包括郑州晚报等省会多家媒体共
同参与的“善行绿城 衣暖人心”志愿
者爱心捐衣暖冬行动分别走进郑中国
际小学、郑州大学开展爱心捐衣活
动。一上午收获满满爱心，共募集到
了近4吨爱心衣物。

第一批衣物由中原文化艺术学
院、郑大小白鸽、河南工业大学、小
水滴组成的监督团队，送至爱心消
毒站，经过整理消毒将通过爱心包
裹、全市爱心志愿者共行动，送到
需要的人手中。

由郑州慈善总会发起，包括郑
州晚报在内的多家省会新闻媒体、
多家本市 NGO 慈善公益组织，及近
20 家郑州慈善志愿者社区工作站，
共同组成了省会“爱心大联盟”，在
这 个 寒 冷 冬 季 正 式 发 起 的“ 全 民

‘随手拍’暖冬行大型公益活动”受
到近万人关注和参与。届时，部分
衣物也将通过志愿者送到那些街
头、路边困难人群手里。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通讯员 桑暄樾

我市81家社会组织
实现“直接登记”
本报讯 从今年 9 月 1 日起，省政府
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行业协会商
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
区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直接向
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工作，这也
意味着备受诟病的“双头管理”政
策 将 逐 渐 被 废 止 。 而 我 市 已 从
2012 年 8 月 开 始 实 施 社 会 组 织 直
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的相
关政策，目前已有郑州市皆福特殊
儿童家长互助中心、郑州市汽车服
务业商会等 81 家社会组织实现了

“直接登记”。
为了加强对全市直接登记类社

会组织的监督管理，昨日上午，市民
间组织管理办公室在嵩山饭店组织
对全市 80 多家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
主要负责人和财务人员进行了培
训。据悉，目前我市共有各类市属
社会组织共 1100 多家。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通讯员 张建伟

为家乡300余困难群众送“大礼”

南阳小伙
连续12年出资助困

本报讯（记者 李娜）冬日暖阳下，南阳
市南召县太山庙乡梁沟村处处洋溢着
温暖的气息——昨日，该村 80 后小伙

子张然又一次站在村子的戏台上，为附
近几个镇的困难群众发放米、面、油和
慰问金。一个上午，共为300余名困难
群众发放了近10万元物资。这已经是
张然连续 12 年在 12 月 11 日这一天出
资助困了。

刘大爷是太山庙乡其他村子的，
今年快 80 岁了，每年的这一天，他都
会一早来到梁沟村，“这村子里的张然
娃会回来看望我们，还给我们带礼物
呢。”刘大爷是一位孤寡老人，张然的
关心对他来说，是冬天里最贴心的礼
物。昨日下午，他拿着米、面、油和慰
问金，带着张然一句句的叮咛，乐呵呵
地回家了。

和刘大爷一样，太山庙乡昨日共有
300 多位孤寡老人、军烈属、五保户、残
疾人等受到救助。与此同时，张然还组

织了一场连续6天的“文化下乡”，让乡
亲们听戏听个“过瘾”。

张然，今年 33 岁，出生在太山庙
乡 梁 沟 村 ，小 时 候 由 于 家 庭 贫 困 ，

“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1998
年他只身赴广州打工创业，随着事
业的发展，他想到了养育他的家乡，
想 到 了 有 恩 于 他 的 父 老 乡 亲 。 从
2002 年开始，每年 12 月 11 日，他都
会回到村子里，为家乡的贫困家庭
发放救济物资。

“之所以选择 12 月 11 日，是因为
这天是我的生日，我想提醒自己不
要忘记生我养我的故乡，不要忘记
曾经帮过我的父老乡亲。”张然说，

“ 今 后 每 年 这 一 天 ，我 依 然会回到
村子里出资助困，回报和帮助家乡
父老。”

■人物专访

1981年12月11日，山清水秀、地处偏远的南阳南召县太山庙乡梁沟村，张然出生在一个贫困而温暖的家庭里，
之后多年，他“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
2002年12月11日，张然第一次站在村子的戏台上，给乡里乡亲发送慰问品和慰问金，用反哺形式告慰当年去
世的父亲，报答乡亲们的帮助。
2014年12月11日，张然第12次开展这样的出资助困活动，被他帮助过的乡里乡亲已超过千名。而他愿意将
此爱心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记者 李娜

苦难，或许真的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对于 80 后张然来讲，他的童年要

比同龄人辛苦得多——由于家里条件
差，顶梁柱父亲身体又不好，张然上不
起学。每天，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
伙伴背着书包去学校，自己却偷偷地
趴在教室外面的窗户上听老师讲课。
淳朴善良的乡亲们于心不忍，纷纷从
口中抠出仅有的那点钱供他读书。就
这样，靠乡亲们的资助，张然勉强读完
了中学。

1998 年春，只有 17 岁的张然噙着眼

泪告别校园，口袋里揣着从乡亲们那里
借来的170多元钱，毅然踏上了南下的列
车。在广东，他曾被黑砖窑厂骗过，在建
筑工厂当过最辛苦的小工……

功夫不负有心人。聪明好学又勇于
吃苦的张然引起了建筑工地负责人的注
意，一步一步，他从小工干到了管理阶
层，并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我想到乡亲们终年面朝黄土背朝
天，却不能改变落后贫穷的生活，我觉得
有义务回家建设家乡，回报乡亲们。”就
这样，张然收拾行囊，再返乡村。

在村子里，提起张然，无人不知。
被人知晓的，不仅是他事业有成，更

是他对家乡的赤诚之心。2002 年，他带
着从南方打工挣来的血汗钱回到南召老
家，着手家乡建设。他开辟了100多亩荒
山，种上经济苗圃，带领乡亲们把贫瘠的
荒山变成宝山；出资为家乡铺路修桥，开
办乡村超市方便乡邻。

也是在2002年，张然的父亲去世，临
终前，他叮嘱张然要“懂得感恩，勿忘乡
亲”。张然开始救助困难群体：收养孤
儿，帮助全县的孤寡老人、特困家庭、残
疾人，资助贫困学生……

他用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钱，在村
里设立了“孝敬老人奖”：凡是 70 岁以上

老人每年奖 100 元现金和米面等生活用
品，90 岁老人奖 1000 元，百岁以上老人
奖 1 万元。12 年以来捐款捐物达 300 多
万元，惠及全县 1500 多户贫困户、五保
户、残疾人、军烈属及本村 70 岁以上老
人等。

这 12 年期间，他和妻子先后收养 7
名孤儿，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供他们读
书上学。“我知道给一个孩子希望意味着
什么，因为我就是被大家帮助着长大
的。”同时，他还资助了近百名贫困学生。

给村子里修路、带领大家给汶川捐
款、义务献血、组织文化下乡……12 年
来，张然用自己能想到的一切办法为村
里的百姓谋福利。

从穷小子到企业家

为父老乡亲送温暖、谋福利

我为正能量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