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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先进模范

社会广角

“河南好人”段丽是我市一家连锁药房的店长。
2019年 10月 8日，段丽在位于民主西路和平原路交
叉口的天博大药房门口的人行道上发现了一个塑料
袋，打开一看，里面装着 10万元现金。段丽立刻报
警，在公安民警的帮助下，将 10万元现金归还了失
主。回忆起这段经历，段丽说：“我从来没有见过那
么多现金，但那是别人的钱，哪怕是一块钱，也不能
放进自己的口袋。”

段丽是个热心人，在工作中，她多次捡到钱物上
交。在药房内发现顾客落下的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
时，她都会第一时间上报。有一年春节，她和家人在
金世纪公园游玩，捡到了一个装有几千元现金的钱
包，那么冷的天，她和家人就坐在路边等失主回来寻
找。后来失主多次表达谢意，都被她和丈夫婉拒，并
说这都是他们应该做的。

因家境贫困，段丽早早放弃了学业外出打工。结
婚后，她和丈夫都很勤奋，但日子过得也非常不容
易。面对捡到的巨额现金，段丽没有丝毫犹豫，第一
时间选择了报警，选择了赶紧寻找失主。她说：“当
时想的就是，丢了这么多钱，失主得有多着急呀！”

面对失而复得的现金，失主董某激动地说：“发
现钱丢后，我非常担心，想着这些钱估计找不回来
了。非常感谢段大姐，我真没有想到钱会这么快能找
到，段大姐真是好人！”

段丽非常谦虚，她说自己没有什么闪光点，只是
做了该做的事，好好的工
作，真心对待顾客，别人
有需要就去帮一下，哪怕
是给环卫工人送一杯水，
也是做了件善事。无论生
活多么困难，她和丈夫始
终保持乐观、选择善良、
追求快乐。

段丽说：“我们夫妻
俩都没有啥大的理想，只
是想好好过日子，知足常
乐，简单而幸福。”

（文字整理/本报融媒
体记者 李岩）

“河南好人”段丽：

拾金不昧传递正能量

本报讯 （记者 梁晓晨 通讯员
陈金华） 4月 12日一大早，虞城县人
民法院院长陈晓辉收到了一条来自上
海的手机短信：“领导您好，我因疫
情在上海无法回虞城开庭，4月 11日
上午，贵院站集法庭庭长张晓红耐心
指导我在网上进行了开庭。庭后连饭
也没有顾上吃，又多次打电话发短信
与被告王某沟通，中午 1点多案件调
解成功，9000元欠款全部到账。张庭
长又告诉我要注意疫情防控，照顾好
自己和家人，让我在特殊时期感到非
常的温暖。”

发短信的当事人叫张新中，虞城
县芒种桥乡大李庄村人。2020年5月，
虞城县店集乡的王某将上海市闵行区
某超市一肉食摊位以 39000元的价格
转让给张新中经营，没想到的是，张新

中在支付转让费的次日，该生活超市
整体停业关门，导致张新中无法受让
该肉食摊位。虽经多次催要，王某仅
退还 30000 元，还欠 9000 元一直未
退。今年 2 月 26 日，张新中诉至法
院。案件分到站集法庭后，开庭日期
定为4月11日上午11时。由于上海发
生疫情，张新中无法回虞城参加庭审。

案件虽小，张晓红并没有丝毫放
松，为安抚张新中的情绪，让其打消
心中的顾虑，庭审前张晓红一直通过
电话跟张新中保持联系。4月 11日上
午，远在上海的张新中在张晓红的指
导下，利用手机进入“河南网上庭
审”系统，与律师一起共同参加了网
上庭审。审理中尽管被告缺席，但张
晓红没有一判了之，而是通过电话和
手机短信耐心做被告王某的工作，告

诉他疫情期间，大家要相互理解，相
互支持。经过多方努力，案件终于调
解成功，王某将9000元案件款通过微
信发到了张晓红的手机上。

感谢信不仅是对法官公正执法、
司法为民的肯定，更是一份期待和激
励。虞城县人民法院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不断加大“电子送达、网上
调解、网上庭审”等信息化应用力
度，特别是对于在上海打工或在中高
风险地区无法返回的案件当事人，该
院党组要求承办法官要逐一电话联
系，告知疫情防控期间的相关诉讼程
序和要求，除必须严格执行“省法
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关于严格
履行法律义务维护常态化疫情防控秩
序的通告外，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充
分发挥线上诉讼服务功能，通过互联
网等形式为当事人提供一切便利，对
于当事人提出的因疫情因素无法开庭
等其他情况，不搞一刀切，因案制
宜，因地制宜，争取最大限度依法保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份感谢信 暖暖法官情

“叔，收拾好了，我们去前院吃饭
吧！”4月 12日早晨，睢县胡堂乡东郭店
村村民张华荣推着婆叔郑义田轻声说。
提起张华荣，东郭店村几乎无人不识。
31年如一日悉心照顾身残的婆叔和患病
婆婆的她，早已成为左邻右舍眼中的“满
分儿媳”。

胡堂乡东郭店村村民郑义田是个五
保户，无妻无子，并且先天性残疾，生活
不能自理。1991年，张华荣嫁到了东郭
店村，看到婆叔生活困难，她跟丈夫商量
后主动承担起照顾婆叔的义务。

2018年，张华荣的婆婆因病导致偏
瘫，丈夫和儿女又长期外出打工，照顾婆
叔和婆婆的重担就落在了张华荣一个人
身上。每天一睁眼，张华荣就开始忙碌
起来，做好饭菜，去婆叔家打扫卫生、整
理床铺，推着他去自己家里吃饭。饭后
照顾婆婆吃药，送孙子孙女上学，还要下
地干农活。全家人的起居生活，在她的
精心操持下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婆叔提
起侄媳更是感动得落泪：“如果不是侄媳
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活不到今天，现在我
生活很幸福、很开心，也很知足。”张
华荣从未说过苦喊过累，把家里的老人
照顾好，一家人和和睦睦，是她最大的
心愿。

今年 52岁的张华荣是村民眼中的
“好儿媳”。每当邻居夸奖她时，她总是
付之一笑，淡淡地说：“这都是做儿女的
本分，是每一个子女都应该做的。”张华
荣先后被睢县民政局、县妇联评为“好儿
媳”“好侄媳”，还连续3年被胡堂乡人民
政府授予“孝善敬老模范”荣誉称号。

“孝敬老人、爱护家人，做人本就该如此。”短短的一句
话，表达出张华荣纯真善良的内心。如今，提到张华荣的名
字，人人都竖大拇指。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面对种种困
难，不离不弃照顾婆婆和婆叔，毅然撑起一个家，她的孝道
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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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鹏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全市健身场所按下了“暂停键”，

市民为配合疫情防控也都减少了外出活动，大妈们跳不了
广场舞，健身达人无法去健身房“撸铁”……如何健身以增
强免疫力成了一道难题。这段时间，因地制宜创造出的花
式健身方法层出不穷，成为不少市民居家运动的热门选择。

疫情防控期间，宅家的市民如何运动健身？摊开饭桌
打乒乓球、推开茶几打太极拳、与朋友“隔空”打羽毛球……
除了跟着视频直播锻炼，不少市民还“脑洞大开”，研发出各
种花式健身方式。

俯卧撑、仰卧抬腿、平板支撑交替抬腿……早晨 6时
许，市民赵磊在客厅里铺上一块瑜伽垫后，开始进行高强度
训练，10多分钟后，他的额头已渗出密密的汗珠。

傍晚，滨河公寓的张阿姨做完家务后，戴好口罩在小区
健步走。“以前每晚都要去跳广场舞，现在为了疫情防控，我
们广场舞队响应号召，减少聚集。”张阿姨说，小区的花园在
疫情防控期间成了健身“宝地”，不少居民在这里慢跑、打乒
乓球，为了避免扎堆，她还选择“错峰”锻炼。

铺上瑜伽垫，打开手机里的健身教学视频，开背拉伸、
热身燃脂……每天下班后，家住四季港湾的杜伽便开启了
她的居家健身生活。原本每周至少去 3次健身房的她，现
在逐渐习惯居家锻炼。“疫情防控期间，健身房暂停营业我
便选择居家锻炼，毕竟强身健体不能停啊！”杜伽说。在常
态化疫情防控的当下，身边许多健身达人也像她一样加入
了居家健身队伍。

对常年居家健身的市民王昱来说，10斤装大米、一兜
蔬菜都是他日常的健身器材。在他看来，居家锻炼不受天
气、环境的影响，随时随地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长期
坚持能消解学习疲劳，也令我整个人很有精气神，身体抗病
能力、跑步耐力也都得到了提高。”

王昱认为，居家健身虽然空间受限，部分运动项目无法
施展，但在有限的空间内，可做的运动仍然有很多，如利用
瑜伽球、弹力带等小型器材进行力量训练、发展心肺能力，
进行柔韧性练习，改善身体灵活性。有10年健身经验的他
告诉记者：“每个人身体状况和运动能力不同，建议选择适
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循序渐进，贵在坚持。”

家用健身器材的热销，也从侧面验证了居家健身的火
爆。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哑铃、弹力带、臂力器等小型
健身器材，不少月销售量超几万件。眼下正值春夏交替，很
多人还将减肥燃脂列上日程，在购物车里加入了家用跑步
机、动感单车等器材。直播间里，主播一边科普居家运动攻
略，一边推销健身好物。

在商丘，有一支优秀的志愿服务团队，5年来持续开
展扶危救困、捐资助学、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是商丘志
愿服务团队中的中坚力量，荣获河南省“优秀志愿服务组
织”、2021年商丘市防汛抗疫优秀志愿服务团队等称号。
今年 2月，该团队成功入选“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优秀组
织”，成为我市唯一获此殊荣的队伍。这支志愿服务团队
就是商丘市博爱联合会。

捐资助学 铺平困难学生的进取之路

“让困难家庭的孩子走进学校、安心学习，让品学兼
优的困难学子圆梦大学，这就是我们开展捐资助学的初
衷。”4月13日，市博爱联合会会长杜全接受采访时说。

刘俊阁是梁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也
是博爱联合会的志愿者。从2017年开始，她结对帮扶虞城
县城关镇学生常任青、常诚志姐弟俩，每两周去他家一
次，给他们辅导英语，购买各种教辅材料，还有各种生活
用品。刘俊阁和市博爱联合会的持续帮扶，给这个父亲去
世、母亲患病的困难家庭带去了希望。2021年，姐姐常任
青考上了开封大学，弟弟常诚志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高中，
刘俊阁说：“我要扶助常诚志也考上大学！”

除了结对帮扶，市博爱联合会每年都精心筹备、积极
组织开展“金秋助学”“圆梦新时代”捐资助学活动。据
统计，从2019年开始，市博爱联合会已连续3年在腾讯公
益平台发布“博爱助学计划”，通过 99公益日活动为困难
学生募集救助资金。市博爱联合会专职秘书长张学聪介
绍，博爱联合会每年集中资助学生 20人以上，每人给予
2000元资助金和价值 500元的生活物资、学习用品，使困
难学生走进教室，安心学习。这些被帮扶的孩子，有的考
上了大学，有的考上了重点高中，走出了心理阴影，实现
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

志愿服务 扮靓文明城市的窗口形象

在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现场，处处都可见市博爱联合
会志愿者的身影。他们积极响应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号

召，深入社区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周”“志愿之光 闪耀
商丘”“学雷锋我行动”“周末哪里去 一起做公益”等志
愿服务主题活动。

市博爱联合会志愿者唐雪玲是“周末哪里去 一起做
公益”梁园区廉政广场活动点的负责人。多年来，她不仅
影响带动自己上小学的女儿高乃越做公益，还影响了一大
批家长带着孩子做公益，大手牵小手，公益路上一起走。

“记得我女儿6岁时，我第一次带她来参加捡垃圾的公益活
动，她就在边上看着，嫌脏不干。后来时间长了，慢慢参
与其中，感受到了志愿服务的乐趣和成就感。现在她们班
有十多个小朋友周末跟着她一起来参加捡垃圾的活动。这
个习惯对孩子的影响特别大，现在不管在街上还是在学
校，孩子见到有塑料袋或者饮料瓶，都会主动捡起来放进
垃圾桶里。”唐雪玲深有感触地说。

市博爱联合会积极发挥公益组织的引领作用，倡树社
会文明新风，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商丘好人”
主题公园设立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在小区、街边店设立17
个“学雷锋志愿服务点”，提供各种便民服务；每年春运
期间，在商丘火车站为过往旅客提供各种暖心服务，服务
群众2万多人次。

防疫抗洪 彰显公益组织的家国情怀

2020年新年伊始，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市
博爱联合会迅速发动会员和志愿者捐款，发动爱心企业捐
赠抗疫物资。他们不惧风险，共组织了 12次对 26个抗疫
一线工作站点的医护人员、社区干部、环卫工人、值勤交
警的慰问活动，送去了价值30多万元的抗疫物资。

2021年夏末秋初，我市再次打响抗击疫情的战斗，市
博爱联合会发动爱心餐饮企业和广大志愿者，为核酸检测
点的医务工作者和社区人员免费送餐。舌尖尖牛肉面免费
送餐20多天，为50个核酸检测点送出1万多份牛肉面；九
龙湾大酒店一日两餐，餐餐不重样，送出爱心工作餐4000
多份；小乔水饺在市区设置了 5个供餐点，供应水饺 1100
多份。在参与疫情防控的同时，市博爱联合会多次帮助受
疫情影响产品滞销的农民销售酥梨、香葱、红薯、萝卜，
仅2021年5月，市博爱联合会志愿者坚持十多天，帮助宁
陵梨农销售酥梨过万斤，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为抗击疫
情作出了应有贡献。

2021年 7月，河南多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市博爱联
合会迅速组织广大会员捐款并联合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捐
赠救灾物资，分别来到周口市扶沟县、西华县和新乡市辉
县灾区，将价值10多万元的救灾物资送到灾民手中，为灾
区群众恢复生产生活提供了物资支援，彰显了博爱人的家
国情怀。

杜全说：“我们博爱联合会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在团
队中，大家都体会到了奉献的价值。这几年，我们有10多名
会员陆续被评为‘商丘好人’，这是我们团队的骄傲和自豪。
今年我们成立了博爱联合会党支部，会更好地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商丘打造‘好人之城’贡献力量。”

博施济众 爱满商丘
——记“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优秀组织”商丘市博爱联合会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岩

市博爱联合会志
愿者慰问抗疫一线的
医务人员。

市博爱联
合会志愿者看
望留守儿童。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岩 摄

4月13日，夏邑县沱河沿岸樱花盛开，游
人在此踏青赏花。近年来，夏邑县在该县樱花
大道、樱花园、沱河沿岸景观带栽植樱花10
万余株，每年樱花盛开时都吸引众多游客共赴
樱花盛宴，感受春之绚烂。今年，夏邑县在樱
花游览区实施登记、扫码、消杀等严格的疫情
防控措施，确保游客安全。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丰 摄

夏邑：10万余株樱花盛开美如画

4月13日，示范区平安街道办事处张八庄社区和美小
区疫情防控执勤点，社区工作人员查验小区居民的健康
码、行程码。为加强疫情防控，该社区根据辖区居民小区
分布情况设立执勤点从严管理，确保居民小区疫情防控无
死角。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栋 摄

健身房按下“暂停键”
市民居家花式健身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玉宁

受疫情影响市民选择居家健身。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玉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