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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全市道德模范座谈会召开

60人当选第七届德州市道德模范

扫码看道德模范名单。

本报德州12月24日讯(记者
贺莹莹) 12月24日，全市道德
模范座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张
传忠出席并讲话。市领导彭小
毛、景文新、冯如胜、范宇新、崔
书强出席。

张传忠指出，时代呼唤伟大
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受
到表彰的道德模范是各行各界
的杰出代表，他们用内心的执着
与坚守、默默的付出和行动，传
承着中华民族的好传统，引领着
社会文明的新风尚，让全市人民
感受到了道德的力量、善良的价

值、人性的美好，道德模范的榜样
力量逐渐转化为广大群众的生动
实践。

张传忠强调，要旗帜鲜明弘
扬道德模范精神，让道德模范事
迹走进千家万户、走到群众身边、
走入百姓心里，推动全市思想道
德建设再上新台阶。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
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到
民族复兴的伟业中，把个人奋斗、
自身价值体现在“四个伟大”光辉

历程中。要坚定理想信念，引领社
会风尚，担当时代重任，争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践行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推动者”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先行者”，为推动全市高质量
发展注入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张传忠要求，各级党委政府
要高度重视选树典型，在工作和
生活上给予道德模范更多关心爱
护，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推动
形成礼遇关爱道德模范的社会风
气。各级宣传部门要深入挖掘群
众身边的“平民英雄”，厚植培育

凡人善举的道德土壤。各类媒体
要用心用情讲好模范故事，让他
们的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彭小
毛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重要批示精神，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景文新主持会议。副市
长范宇新宣读了《关于表彰第七
届全市道德模范的决定》，姚健、
巨永久等60人被评为第七届德
州市道德模范。闫庆玲、魏德东
等2位道德模范代表讲述了他们
的感人故事，武城县介绍了经验
做法。

道德模范：魏德东

让农民成为一份体面的职业

来自临邑县德平镇富民家庭农场的魏德东发言
时说：“荣获全市道德模范，既是一种鼓励，更是一份
责任。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当好农民的代言人和带
头人，绝不辜负党和国家的厚望。”

魏德东从2009年开始流转土地，近10年来始终从
事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规模经营
后，他积极和涉农企业搞联合，小麦、玉米均实现了
订单种植，亩效益化比传统种植增收200元以上。要
想在农业上有所作为，必须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
要效益。积极和科研院校合作，先后争取德州市农
科院和山东省农科院在农场成立科技示范基地。自
2013年连续七年承担了省农科院的“玉米--花生宽
幅间作”的实验项目，并配合省农科院成功召开了
全省和全国的现场观摩会，其后山东农业大学和青
岛农业大学也在农场成立了教学实践基地，德州学院
今年6月份在农场成立了博士工作站，想千方百计让
专家教授们的科研成果在魏德东农场的土地上开花
结果。

今年结合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项目，魏德东又建了
一处仓储量1万吨的标准粮仓，发展优质麦订单种植
8000亩，专用玉米订单种植5000多亩，通过全程社会化
服务，每亩地实现节本增效300元以上。魏德东认为农
业社会化服务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它是一
个必然产物，它能解决小农户因土地面积小、地块零
散所造成的种植成本下不来，种植效益上不去的问
题，同时也能帮助大农户实现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真正让种地变成一份非常体面的职业。

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到走进北京的全国人大
代表，这一路走来，魏德东深切感受到了国家对农民
的关爱和帮助。作为一名种粮大户，魏德东将继续坚
守多种粮、种好粮的初心，充分发挥优势和辐射带动
作用，搭建更大的平台，带动和帮助更多的农民在推
进乡村振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12月24日，在全市道德模范座谈会
上，来自宁津县大柳镇李架子希望小学
的刘秀山荣获第七届德州市道德模范
敬业奉献模范。在宁津县大柳镇李架子
村，提起刘秀山，村民们都竖起大拇指。

今年54岁的刘秀山是宁津县大柳
镇李架子希望小学一名教师，从2001年
李架子希望小学建成开学，一直到现
在，刘秀山像一棵红柳一样把根深深扎
进脚下这片土地。2016年他还荣获“感
动德州十大人物”荣誉称号。

谈起办学校的初衷，他却说，“当看
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心里便有一股
劲，一定要扎根农村办学校，并且要办
好。”

为此他放着安逸的日子不过，到处
求人，到企业拉赞助，虽然被拒绝但他
毫不气馁，认定的事情一定要办成功。
最终，在共青团德州市委和宁津县委、
县政府的支持下，建成了李架子希望小
学。学校简陋，办学条件差，没有老师愿
意来，刘秀山拉下脸皮，去县城请求那
些曾经的同事、朋友来学校教书。1997
年9月，李架子小学首批160名学生入
学。学生走了一茬又一茬，有的考上了
大学，也有的成为了单位的骨干。

“这都是咱该做的，任劳任怨地教
好学，照顾好孩子们，让他们成人成
才。”聊起自己近40年的坚守，刘秀山说
从未觉得辛苦，看着一茬茬的学生成长
起来，有的回乡创业，有的成了教师、医
生，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喜悦。“我还会继
续干下去，为了乡村教育振兴，也为了
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道德模范：刘秀山

回乡办学一待就是近40年

来自夏津县的基层干部闫庆玲发言时说：“我是
一名出生在德州运河办事处的90后，没有赶上父辈
们口中的苦日子，但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农村近二十
多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对祖国、对党、对农村我怀有
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一直指引着我前行的道路。”

2014年6月，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闫庆玲作为选调
大学生村官，来到夏津县渡口驿乡，成为东渡口驿村
的支部书记助理。带着血气方刚，闫庆玲决心投身新
农村建设，做农业发展的带头人，她亲自探索食用菌
种植发展道路，领办合作社为村民谋出路。

信任不是任何人给的，是要靠自己争取的，最初
没有人相信闫庆玲这个90后外地姑娘能搞农业，为了
找个帮手，闫庆玲甚至说服对象辞掉工作来帮她实现
梦想。为了教村民技术，双手在装袋机上磨得伤痕累
累；为了跑销路，闫庆玲曾在冬天的凌晨，独自骑摩托
三轮去市场发货；基地人手不够，生产不能等人，为了
维持基地运转，哪里缺人手就顶上去，闫庆玲学会了开
铲车、开拖拉机，成了村民眼里实打实的女汉子。

2016年7月，经组织考核闫庆玲转为选调生，成
了公务员身份。身份改变后闫庆玲辞去理事长职务，
主动退出合作社，但合作社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闫
庆玲对村民承诺带领合作社发展壮大，绝不能食言。
她迅速转变身份，默默为合作社搞服务，协助合作社吸
引投资200余万元，流转土地42亩，扩建生产和配套设
施，在带动群众就业、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中起到了示范
带动效应，也为贫困户增收脱贫提供了重要途径。

无论身份如何转变，闫庆玲始终把维护和实现
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思想，树立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把个人
的追求融入党的事业之中。

“我一定珍惜荣誉、自我加压，牢记使命，不断奋
进，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继续以更高的要
求为人民服务，做让组织放心、群众信赖的基层干
部！”闫庆玲说。

道德模范：闫庆玲

做新时代的好干部

感人事迹

■本版编辑：常学艺 ■美编：魏巍


	N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