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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宣传部发布）（刘薇）

通州区公共文明引导大队
通州区公共文明引导大队自2011年成立至今，人员从几十人发展到近500人。“文明引导，

甘于奉献”落实到了每一名引导员的行动中。他们人人是形象，个个是旗帜，“比、学、赶、帮、超”
的工作干劲从不松懈。他们本着“柔性引导，潜移默化”的原则，引导市民践行文明行为，摒弃不
良陋习，已经成为副中心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张名片。

十年间，他们的职责从简单的排队乘车引导，发展到肩负着“精神文明宣传员、文明礼仪示
范员、排队乘车引导员、文明交通协管员、治安防范信息员、城市环境维护员、群众困难排解员、
公共文明观察员”八大员的光荣任务。引导员已全面融入首都社会治理和中心工作，在市、区重
大活动现场，在公园、图书馆、工体赛场、敬老院、社区等公共场所都有他们的身影。

截至目前，通州区公共文明引导大队共收到单位及个人呈送锦旗 180面，曾获得“迎接
APEC精彩北京人文明有礼好乘客推举活动”先进集体、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岗位服务竞赛冠
军、北京市三八红旗集体、通州区志愿服务优秀组织等荣誉。

助人为乐 何振生

特别奖

年度榜样

何振生是一位年近百岁的老党员，曾参加了中国人民空军预备役学校的组建工作，并
协助丈夫编写了中国空军第一部飞机发动原理及维护教材，荣立三等功。退休后，老人萌
生了捐献遗体的想法，希望能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奉献绵薄之力。为了说服老伴和孩子，何
振生从报纸、书刊和网络整理了许多关于遗体捐献的资料。2012年7月，何振生和老伴一
起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在她的带动下，她的亲属、朋友甚至家里的
保姆都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2013年、2016年，其老伴和二儿媳相继离世，遗体均已
捐献给北京大学医学部。这位老党员的善举，让生命在奉献中延续，生动诠释了人间大爱。

曹艳红是通州区西集镇沙古堆村村民。2010年，为把自家的樱桃做成品牌，曹艳红辞去高级白
领的工作，返乡踏上新农民之路。她整合全村60余农户的樱桃，直供中粮、盒马等生鲜电商，让好产
品转化为了好商品。名气虽然大了，但是曹艳红始终没有忘记诚信为本。部分种植户为保证樱桃果
实个大饱满，使用催熟剂，曹艳红拿着检测结果挨家挨户解释说明，劝导种植户要以诚信为先，健康
为本，选用优质的化肥。种植户看到检测报告，听取了她的建议，纷纷停用催熟剂。疫情期间，她在
樱桃树下直播带货，现场摘果保证新鲜，不用隔夜樱桃以次充好，收获了一大波回头客。曹艳红不只
卖自家樱桃，还全力帮助乡亲们走出疫情卖货难的困局，带动周边农户走上电商之路。

刘行行是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梨园消防救援站特勤分队分队长。2020年7月7日，通州区
某村发生危险化学品爆炸，作为攻坚组班长，他第一时间到场。火场内有数个正在猛烈燃烧的
气罐和数百个还未爆炸的气罐，面对危急情况，他做出准确判断，成功避免了班组人员受伤。他
还带领攻坚班组成员数次进入现场，面对剧毒物质，他临危不惧、全程参与，连续作战近50小
时，累计进出爆炸核心区30余次、转移气罐200余个，防化服里倒出的汗水足足2斤，脚上磨出
多个水泡，为成功处置此起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作出了突出贡献。十年来，他共参加大大小小
灭火抢险救援3000多起，营救被困人员100余人，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奉献践行消防使命。

张秋英是通州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社会福利综合科科长。她勇于创新，早期担任玉
桥北里社区党支部书记期间，首创通州区“三区一门”楼门文化；她善于总结，疫情期间部、
市、区各级文件她烂熟于心，为方便实际操作，她亲自执笔起草《通州区福利机构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预案》，针对疫情防控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梳理、汇编、印发《通州区社会
福利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点》；她甘于奉献，疫情期间，她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带
病工作，每天最后一个离开科室，从疫情防控开始连续200多天无休，因劳累过度晕倒在工
作岗位，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为民服务的工作信念。

陈礼旺是通州区潞河中学语文教师，他热爱教育事业，注重在本职工作中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真善美，传播优秀文化。他倡导大语文教育理念，有创意地开展课堂教
学，致力于让学生喜欢语文，热爱读书，在写作中说真话、写自己，切实提高语文核心素养。
2019年9月，为打赢脱贫攻坚战，陈礼旺赴四川省凉山州宁南中学支教，把先进的教育教学
理念带到宁南中学，为培养县级、州级乃至四川省级名师作出贡献，他所在的四川凉山州教
育帮扶团队被中宣部、教育部授予“最美教师团队”称号。

孙艳明是北苑街道北苑桥社区网格三支部书记。2006年，孙艳明婆婆患上阿尔兹海默
症，住院时病症发作，常常情绪失控，孙艳明从未埋怨婆婆，而是诚心向医护人员赔礼道歉；婆
婆病重期间，孙艳明用轮椅推着婆婆散步，教婆婆弹琴、唱歌、唱戏、念唐诗，想办法哄婆婆开
心。2016年婆婆去世，她用十年陪伴打破世俗偏见，证明媳妇也是婆婆的“小棉袄”。如今，孙
艳明继续悉心照料九十岁高龄的公公和三岁的小孙女，用实际行动传承和美家风。

唐燕是通州区张家湾唐人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她创办了唐人坊，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北京绢人制作技艺”与日本人形制作技艺相结合，开发上千款中国娃娃。为了帮助贵州贫
困地区女孩成才，她在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增设中职班，“零学费”招收学员，教授蜡染、刺绣、枫
香染、人偶制作等特色技艺。唐人坊非遗学院的学生第三个学期结束后便可选择北京或贵州
的唐人坊公司实习。2012年至今，在唐燕的努力下，唐人坊已帮助贵州300多名来自贫困家
庭的女孩脱贫自立。

管振英世代居住在通州区中仓街道莲花寺社区，四世同堂，家风中正，富有生活情趣，将
自家小院布置得古香古色、花香怡人，邻居们都说管家像个微型小公园。为进一步提升社区
环境，打造胡同中的文化品牌，社区计划设立文化驿站、建设墙上博物馆。管振英大力支持，
把自家小院打造成社区“文化驿站”，让居民在这里学习书法，开展手工制作、剪纸、木质微景
观制作等文化活动。为帮助社区筹备墙上博物馆，管振英费神费力，向胡同中的居民收集过
去的老物件，在他的帮助下熊家胡同博物馆得以建成。

高德华是通州区马高德华是通州区马驹桥镇姚村村民驹桥镇姚村村民，，19831983年因在生产队农夏给小麦脱粒时不幸受伤年因在生产队农夏给小麦脱粒时不幸受伤，，造造
成高位截肢成高位截肢。。面对不幸面对不幸，，他一度产生轻生的念头他一度产生轻生的念头，，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下又重拾生活的勇气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下又重拾生活的勇气。。
19841984年年，，他安装上了假肢他安装上了假肢，，通过刻苦练习通过刻苦练习，，无数次摔倒无数次摔倒，，假肢和肉体连接处无数次磨破假肢和肉体连接处无数次磨破，，终于可终于可
以独立行走以独立行走。。19951995年年，，他自学掌握了电工知识他自学掌握了电工知识，，生产队安排他从事电工工作生产队安排他从事电工工作。。由于腿脚不方由于腿脚不方
便便，，队里尽量不安排他参与登梯爬高的工作队里尽量不安排他参与登梯爬高的工作，，可他不同意可他不同意，，坚持一视同仁坚持一视同仁，，拖着一条假腿照样爬拖着一条假腿照样爬
到电线杆上接线装灯到电线杆上接线装灯。。20152015年年，，他主动承担起了姚村的残联工作他主动承担起了姚村的残联工作，，组织残疾人学习各项技能组织残疾人学习各项技能，，
像一棵白杨树像一棵白杨树，，任凭风雨洗礼也坚韧不拔任凭风雨洗礼也坚韧不拔，，身残志坚身残志坚，，积极向上积极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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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凤是通州区永乐店镇三垡村村民，其丈夫早年因病导致胸部以下失去知觉，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面对这种情形，梁文凤做出了“不离不弃终生守望”的承诺，
“我嫁给他的时候好好的，不能因为他发生意外就离他而去。只要他活一天，我就照顾他一
天。”从此，梁文凤不仅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重病致残的爱人，同时还要抚育两个年幼的孩子。一
时间，她变得无所不能。面对残破的家，她披星戴月，有时睡眠不足三小时，挤出时间干农活，
维持家中生计。她关心丈夫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努力开导缓解他的心理压力。十四年无微不
至的照顾，让丈夫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梁文凤用坚强和执着，谱写了一段人间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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