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开展2024年“童心向党新少年”未成年人系列实践活动

小记者对话道德模范小记者对话道德模范
道德模范是我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道德的内涵，展示道德的力量。为引导青少

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不断修身立德，打牢道德根基，在“童心向党新少年”未成年人系列实践活动中，小记者对话
道德模范，聆听一个个感人故事，让道德力量代代传承，让人间大爱不断传递。

小记者：您对梦想和培育小麦
种子科研事业的热爱源自哪里？

茹振钢：我对土地、对农村、对
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小时候家
里兄弟姊妹多，经常吃不饱饭，当时
就萌生出“让土地生金，让老百姓丰
衣足食”的梦想。育种工作是枯燥
的、长期的，需要坚持不懈、机械式
反复，一个新品种从开始选育直至
大面积示范推广，需要经过十年如
一日的磨砺。但只要想到自己当初
的梦想，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小记者：茹老师，您是如何看待
师生关系的？

茹振钢：我喜欢用一种崭新的
视角来看待师生关系。现在的学生
知识丰富，思维敏捷，最有想象力，
最有活力，老师在许多方面不如学
生。所以，作为一名新时期的高校
老师，不要以“师长”自居，而要学会
以朋友的身份，平等对待学生，多谈
心、多鼓励，多表扬；要善于激发学
生的参与意识、成就欲，不要挫伤他
的积极性；要融入学生之中，把自己
当作其中的一员。教师要做学生的
精神支柱，做学生灵魂的塑造者。

小记者：您对未来有什么期许？
茹振钢：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学校已建立杂交小麦制种基
地，有望突破杂交小麦优势利用的
世界性难题。小麦和水稻是世界两
大口粮作物，我国已经凭借杂交水
稻拿到了世界话语权，我们一定要
努力探索研究，争取拿到小麦的世
界话语权，用中国的杂交小麦来影
响世界的粮食生产。

（本报小记者 许馨月 陈正坤）

小记者：您把企业命名为“诚城
集团”，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邓志军：我们把企业命名为“诚
城”，是想把自己血脉中的诚信基
因根植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立志要
把企业打造成为诚信品牌和城市
名片。公司招录新员工，个人征信
是首要条件，每周一早晨全体员工
的诚信宣誓、每年 3 月 16 日的公司

“诚信教育日”和每年年底的诚信
标兵评选，都在潜移默化中把诚信
精神深深融入到企业文化和员工
内心。

诚 信 是 一 块 最 好 的“ 磨 刀

石”，唯有用其不断锤炼自己的内
心，才能将自己雕刻得更为强大
和坚韧。目前，诚城集团 1000 多
名员工遍布全国各地，都在自觉
做诚实诚信的传播者、实践者和

“诚城文化代言人”。
小记者：您建立中原诚信博物

馆的初衷是什么？
邓志军：一个人讲诚信不算啥，

带动更多人讲诚信，社会才能有更
大进步。我们坚守诚信把一个企业
经营起来，又致力于诚信服务把一
个社区创建得朝气蓬勃，看到城市
建设越来越美，诚信文化氛围日渐
浓厚，我就有了筹建“诚信文化博物
馆”为文明城市建设添彩的想法。
诚信不是虚的，而是身边实实在在
的事儿。博物馆的建立就是希望通
过这个平台把诚信思想示于人，让
诚信力量感动人。未来，博物馆还
将在馆藏展品的基础上，开办论坛、
讲座、诚信学院等，将诚信文化发扬
光大。

（本报小记者 梁豫洋 李逸轩）

小记者：您能介绍一下您的爱
心团队吗？

买世蕊：2004 年，我创建了“世
蕊爱心团队”，我和团队志愿者在我
市创卫两年多时间，参加了数百次
创卫攻坚战，直到“全国卫生城市”
创建成功。2017年，我被授予“新乡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形象代言人”，
团队从最初的 100 多人扩大到数万
人，有效地带动和促进了新乡市创
文活动，我们团队也获得“河南省优
秀志愿服务组织”荣誉称号。

小记者：您认为新乡好人馆带给
社会、带给我们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买世蕊：共产党员来了，在好人
馆可以为他们上一堂“不忘初心”的
党课。大学生来了，在好人馆可以
为他们找到奋斗的方向、人生的价
值。普通市民来了，在好人馆可以
找到一个普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的
答案。远道而来的外地朋友，在这
里更会由衷地被新乡这座“好人之
城”感动，写下精美的留言。

小记者：您曾连续四届当选全
国人大代表，您是如何看待全国人
大代表这个身份的？

买世蕊：一个城市，600多万人，
只有几名全国人大代表，你身后站
着的百姓时刻在关注你，并对你抱
有热切的期待和厚望。每当我想到
人大代表这沉甸甸的责任，从不敢
在履行代表职责中去折扣这种分
量。几十年来，我每年不少于三分
之一的时间投身于代表履职中，通
过明察暗访、深入调研，先后提出
800余条90多万字的建议，受到各级
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本报小记者 谢淑雯 祁子玉）

小记者：让您回到家乡创业，帮
助这么多乡亲的原因是什么？

尚广强：小时候家里特别穷，
22 岁的时候，父亲去世，连口棺材
都买不起。走投无路之际，全村的
乡邻伸出了援助之手，东家给点
粮，西家给几毛钱，在乡亲们的慷
慨解囊相助下，一家人才可以平稳
度过那个时期。那时，我就暗暗立
下誓言，用毕生回报乡亲的救命之

恩。
小记者：这么多年，您还记得自

己都资助过哪些人吗？
尚广强：为 重 病 患 者 、辍 学

儿 童 、残 疾 人 、困 难 农 民 捐 款 捐
物，这样的事情 ，到 底 资 助 了 多
少人多少钱，我也记不清了。但
面 对 遭 遇 困 境 来 找 我 寻 求 帮 助
的 人 ，我 都 会 力 所 能 及 地 去 帮
助。

小记者：您最大的心愿是什
么？

尚广强：每个人都有人生的座
右铭，我的座右铭就是这个人力
车。我把这个人力车轮放在办公
室，就是让它时刻警醒我，不要忘
本，不要忘记当年父老乡亲们的恩
情，要永远把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当
作最重要的事情。

（本报小记者 张可依 炎容宇）

小记者对话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尚广强

小记者：您能回忆起刚参加工
作时的情景吗？

张锦文：辉县市拍石头小学坐
落在我们村南坡山崖上，教室是三
间破平房，石桌石凳，四面透风。为
了取暖，我和孩子们沿山路捡拾树
枝，在教室墙角生火取暖。“土房子、
土桌子，里面坐着几个土孩子”，这
是当时村民对拍石头小学编的几句
顺口溜。

小记者：作为一名老师和一位
校长，您能谈一下自己的教育理念
吗？

张锦文：在教育教学中，我把

“学会吃饭睡觉、学会说话共处、学
会学习求知、学会做人做事”和“满
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作为自己
的教育教学理念，要求学生从一年
级开始养成按时吃饭，不吃零食，按
时睡觉，按时起床的习惯；坚持每天
洗手洗脸，刷牙叠被子的习惯；养成
敢说、想说、能说、会说的习惯；养成
自主、善学、自信、乐学的习惯，养成
想做事、敢做事、能做事、会做事及
想写、敢写、能写、会写的习惯；不乱
扔垃圾乱倒饭菜的习惯；拾金不昧、
勤俭节约、诚实可信、善待他人、懂
得感恩的习惯；可以犯错误但不犯
重复性错误的习惯。

小记者：无怨无悔坚持了40多
年，您能谈一下自己对拍石头乡、对
学校的感情吗？

张锦文：我爱拍石头的小草，爱
拍石头的花朵，也爱拍石头人的善
良；如果我老了不能教课了，我会在
拍石头的山上挂上一条横幅——我
骄傲，我是一名山区教师。

（本报小记者 李 璇 孙若惜
李泽豫 闫楚伊）

小记者：这么多年，我们培育了
多少中药材的新品种？

李建军：十多年来，我们选育出
4个通过省级鉴定的金银花新品种、
2 个皂荚新品种、1 个地黄新品种、1
个山药新品种。其中，金银花新品
种“豫金 1 号”和皂荚新品种“皂福 2
号”获得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
新品种权证书，“豫金1号”是我省获
得的唯一金银花新品种保护品种，
也是目前金银花产量和质量最好的
一个品种。

小记者：通过自己的科研成果

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致富，能介绍一
下您内心深处的动力源于什么吗？

李建军：我从小生长在农村，目
睹了农民生活的不易和艰辛。乡亲
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作一年也
吃不到几次白面馒头。幼年的经历
让我高中毕业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
农学作为自己以后研究和从事的专
业，当时我暗暗发誓：一定要为农民
解决一些问题。最原始的理想信念
在年少的我心里便生根发芽了。

小记者：作为一名教师，您对学
生的要求是什么？对自己的要求是
什么？

李建军：我对学生会严慈相济，
教学相长，要求学生做到“三会”：会
办事、会学习、会写文章。

作为河师大的一名老师，首先
要立德树人；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
要服务于当代，服务于国家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工程；作为一
名党员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本报小记者 王乐鑫 关雅文）

小记者：你们三兄弟花费多年
时间拍摄纪录片《不能忘却的爱》辛
苦吗？能够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
么？

申长明：第一次拍纪录片很辛
苦，这么辛苦，就是为了把父母的爱
留住。我的父亲、母亲基本上不识
字，但父亲一直教育我们‘克勤克
俭、无私奉献’，而母亲对家庭的付
出，则让我们兄弟姐妹懂得了家的
含义。母亲过世后，我们兄弟姊妹5
人一直在商量，用什么方式来纪念
双亲，把他们的责任和爱在这个家
传承下去，最后决定拍摄一部纪念
父母的纪录片。

小记者：您刚才讲的很多故事
都是你们一家人的，能谈一下家庭
对社会的意义吗？

申长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
庭和谐，社会就会更加稳定。如果
我们每个家庭都充满正能量，在构
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那
么这个社会一定会更加和谐，更加
美好。

小记者：你为什么自费拍了那
么多关于身边好人的公益纪录片？

申长明：我去寻找好人，拍摄
那么多反映好人故事和志愿精神
的公益纪录片，是希望他们的事
迹可以被更多人知道。如果人人
都心存一分善念，摔倒的老人便
不会无人帮扶，走失的孩子便不
会回不了家。我是一名热心公益
活动的市民，有机会遇见无数的
爱和感动，也想将这分爱和感动
传递下去，去温暖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好人
之光照亮人心。

（本 报 小 记 者 李 浩 泽 金 紫
璇 ）

小记者：在疫情防控中心上班
是很危险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信念
让你选择这样一份工作呢？

程栋：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是健
康的家庭，每个人都是健康的人。
每一份阳性报告对于患者来说都是

“判决书”。我要认真对待每一份样
本，决不允许有任何疏漏。

小记者：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在参加援鄂防疫队的时候您
会害怕吗？

程栋：作为一名普通人，可能会害
怕。但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防控人，我
们要迎难而上，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好
更完美。在武汉的一个多月里，我们
共完成4390份样本检测，协助消杀人
员到确诊病例家中进行消杀工作。

小记者：为什么大家都称你是
好人馆的班长呢？

程栋：2017 年 9 月，新乡好人馆
正式开馆。为了讲述凡人善举、好
人义举，传递人间大爱，我带着一大
批热心公益的义务宣讲员相继加入
这个队伍，用亲身经历讲述好人故
事，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作为新乡
市义务督察大队第三组组长、新乡
市文明使者、新乡市中小学校外思
政课辅导员、新时代文明宣讲指导
员，我每年还会走进河南师范大学
附属双语学校、中新明德小学等进
行宣讲，传播先进群体精神。

（本报小记者 李锦怡 薛慧娴）

小记者：您能简单为我们讲述
一下国际航线上救人的故事吗？

李同良：2019年11月份，我参加
完莫斯科“新乡名医研讨会”返程回
国，途中听到寻找医生的中文广播，
便向空乘表明了自己的医生身份。
得知一名约 70 岁的老人突发疾病，
就毫不犹豫地来到病人身边，观察
病症进行救治。老人病情好转后，
拉着我的手，含泪表示感谢。一个
小时后，飞机平稳地落在了石家庄

正定机场，早已等在外面的地面急
救人员迅速上机，把老人接走进行
治疗。

小记者：刚才您讲了那么多感
人的故事，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您
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李同良：人无德不立，当医生就
要当个好医生。只要群众需要我，
我愿意倾尽毕生所学，为他们的健
康保驾护航。很多事情，我只是做
了一名医生应该做的事情，尽了医
生的责任而已。

小记者：您认为如何发挥榜样
的力量？

李同良：一个人的力量虽小，但
只要坚持做善事，传播正能量，就能
够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榜样
的意义也在于此，既要以身作则，积
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又要在坚持
的道路上逐光而行。

（本报小记者 耿嘉言 孟靖博）

小记者：您被评为新乡市孝老
爱亲类道德模范，您是如何看待
“孝”这个字的？

张红香：孝是责任，也是力量，更
是精神。“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是善心、爱心、良心的综合体现。
孝敬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一个
晚辈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无论是自己
的父母还是公婆，都要用心用情去关
爱去孝敬他们。我们平时在家里要
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要以

孝道为荣，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弘扬孝老爱亲精神。

小记者：您十年如一日地照顾
婆婆，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张红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婆
婆也是妈，她含辛茹苦把儿子抚养
长大，如今是该我们报答的时候了，
让她没有烦恼、没有牵挂，开开心心
地安度晚年是我们儿女最大的心
愿。

小记者：关于孝老爱亲，我们小
学生应该怎么去做？

张红香：乌鸦反哺，羔羊跪乳。
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们应该传承与发扬下去。作为一
名学生，我们应该从小事做起，在小
事中学会孝敬父母，孝敬长辈，培养
良好的亲情观念，做一个传承孝道
的人。

（本报小记者 黄家明 陆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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