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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满满，人人争做“最美安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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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肖欢欢的人，总会被她的故事
所感动。

作为安顺市社保局临聘人员，平凡
到不能再平凡的肖欢欢，有着令人惊叹
的醒目名片：2014年，她荣获“中国好人
榜”全国“敬业奉献好人”和“明礼知耻、
崇德向善、敬业奉献”好人称号。

肖欢欢经常说到一句话“天负我，
我不负生命”。这些年，患有先天性肌
肉萎缩症的她，自食其力奉献社会，勤
勉尽责常怀感恩，成了远近闻名的“社
保天使”。

一

肖欢欢出生在一个贫困的残疾人家
庭，父母和姐姐都患病身体不好，全家无
固定职业，一家四口挤在不到50平方米
的廉租房，日子过得很艰难。

肖欢欢自小懂事、为人孝顺。为改
善生活状况，从小就认真学习。2003
年，她顺利考入安顺学院艺术系。在校
期间刻苦学习，担任班干部，由于表现出
色，先后被学校评为“优秀学生干部”“校
级优秀大学生”等称号，并获得学校一等
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用以补贴家用，缓
解经济压力。

肖欢欢的人生“变道”，源于那次令
她感恩至今的帮扶。2007年，市社保局
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依托市残联联系
帮扶对象并帮助其就业，作为应届毕业
生的肖欢欢，得以走上就业之路。参加
工作后，她省吃俭用，用不到1000元的
月薪，肩负起家庭经济重担。

由于母亲摆地摊，每天下班回家，她
都要认真照顾长期卧床的姐姐，悉心照
料下肢瘫痪的父亲。面对自己身体的不
足和生活的艰难，她从不怨天尤人，从不
消极等待国家和社会帮扶，她顽强地与
疾病抗争，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去辛勤劳
动，坚强地维持着家庭的运转。

二

肖欢欢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
积极参加单位培训，利用业余时间自学，
不断给自己“充电”，很快成长为一名业
务能手。参加工作以来，她相继负责参
保登记，征缴开票、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等工作，为参保群众经办的成千上万
件业务，从未出现一例差错。

她的责任心非常强，信奉“当日事、
当日毕”，从来不把当日可完成的工作
拖延次日，有时已到下班时间，刚好遇

到材料带不齐的参保群众，她总是坚持
等到对方返回补齐材料，办结所有业务
再回家。

在认真完成岗位业务后，遇有急难
业务，肖欢欢还经常无私帮助同事。
每次单位组织加班，考虑到实际困难
和身体原因，她会得到特批休息。可
真到加班时，她往往不请自来，坚持与
大家共同奋斗。她常说：“天负我，我
不负生命，生命不息，就要工作下去，
生活下去。”

每年单位的征求群众意见活动，肖
欢欢所在的服务窗口，都以政策解答全
面、业务经办熟练、服务态度热情，获得
同事和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三

肖欢欢常自喻“笨鸟先飞”，从不
要求单位给予特殊照顾。尽管身体原
因，走同样的路程需花费多于常人许多
倍的体能和时间，但无论刮风下雨，她每
天坚持按时到单位签到，笑迎参保群众，
精细处理事务。用她的话说：“我的身体
先天性时时都有疼痛，为群众办事，保持
好心情可以当良药。”

她有着良好的职业操守，每每遇到

没文化、性子急、脾气暴的群众来办事，
她总是耐心讲解政策，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用微笑化解矛盾，用坦诚贯通隔阂，
让参保群众充分了解社保业务，从而自
发地理解、支持工作。

她有着不服输的气质。上下楼梯对
她来说，是件很困难的事，必须手扶栏杆
小心翼翼地迈步，才能保持身体平衡，且
每上两级台阶都要喘息，但每次社保系
统升级，她都坚持一步步往返6楼，与有
关科室进行数据核对。她总是说：“职责
必须要自己来完成，遇到困难，绝不能退
缩，摔倒了，再爬起来就好，否则，只能一
事无成。”

肖欢欢大学主修艺术专业，她长期
利用周末辅导亲友和邻居的孩子绘画。
有2名向往美术的中学生跟着她学画几
年，她总是满足地说：“能把在学校研习
的美术专业知识回馈社会，帮助别人成
长，就是自己的成长和幸福。”

肖欢欢常怀感恩之心，以积极向上
的心态，比一般人投入更多热情和努力，
踏踏实实地工作、生活，平凡而又深刻地
鼓舞着身边的人。“不是每一个阵地，都
需要英雄壮举，平凡的人生也有重要的
意义。”

我有英雄情结，总会被见义勇为所
感动。

身处信息时代，通过报纸、电视以至
无处不在的网络，时常敬佩见义勇为者
的身手不凡、勇敢刚毅！每逢危难时刻，
他们从洪水里趟过、在烈火中穿行，甚至
直面气焰嚣张的歹徒，临危不惧、豪气干
云，帮助遭遇危机的人转危为安，给予广
大群众扎实的安全感。

我要说的这位英雄，与映象中的见
义勇为者，颇有些许不同：她是位巾帼不
让须眉的女英雄，且是个上了年纪的女
英雄，她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她是安顺的
全市道德模范、第十届“最美安顺人”严
邦英。

之所以钦佩严邦英，主要在于一种
观念和固有映象上的差异性。俗话说

“年老不以筋骨为能”，映象中的见义勇
为者，大多是年轻英伟的少年郎，有勇有
劲有血性。然而，咱们这位安顺人民自
家的女英雄，个人简历的出生年月一栏，

明明白白标注了“1955年10月出生”，她
是贵飞公司退休员工,安顺经开区春雷
社区服务中心双阳居委会居民，却也是
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她的事迹，何止是
巾帼不让须眉，更有种“年老更以英勇为
名”的画面感！

2022年8月29日上午8时20分左
右，严邦英老人像往常一样早起晨练，经
过安顺经开区宋旗镇三合水库附近的时
候，一阵隐隐约约的呼救声，引起了她的
注意，她有意识放慢了步行速度，仔细聆
听动静，随后立即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奔
去。周围群众慌乱的呼喊声，更加证实
了她的想法，她探头一看，水中有一名正
在挣扎的男子，有气无力，随时可能沉入
水底。形势危急、救人刻不容缓，容不得
严邦英细想，来不及脱衣，她毅然决然跳
入冰冷的河水之中。救人，得赶快救
……这是她当时内心最坚定的想法，她
使出全身力气，奋力向男子落水的地方
游去。

落水群众毕竟是个男子，在水中扑
腾起落，救人的难度很高，可严邦英硬是
咬着牙，尽力抵御早晨时分刺骨的水温，
以及体力消耗，拽着落水男子一点点靠
向岸边，呛不呛水完全顾不上。水中的
救援动静，一并延伸到岸边，彻底聚集了
周边群众的关注度，经过严邦英的不懈
努力及岸边群众的帮助下，男子最终被
成功救上岸。

这次下水营救，严邦英体力严重透
支，上岸后的她，脸色苍白，嘴唇发紫，
浑身哆嗦，虚弱到极点。她坐在岸边休
息了一会儿，起身拖着一身湿漉漉的衣
服，一瘸一拐地退出人群，默默向家的
方向走去。即使这样静默，在场群众还
是发现了她的离去，大家纷纷上前劝说
她休息一会儿再离开，但都被她婉言谢
绝了，她微笑地说:“有啥好休息的，我
经常锻炼，身体好着呢，这点小事怎么
能难倒我，我回去自己换身衣服，休息
休息就没事了。”

后续跟进的关注，渐渐让安顺人民
认识了严邦英。直面危急情况，这位
时年67岁的退休老人，没有丝毫犹豫，
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她的无私举
动，挽救一条宝贵生命。她的英勇行
为，令在场的所有人赞叹不已，他们不
由得竖起大拇指，纷纷表示，严邦英老
人这种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求回
报的精神值得每个安顺人学习。这之
后，严邦英入选安顺市见义勇为类别
的道德模范。

先人后己、不计代价、不求回报、只
求心安，这就是安顺的女英雄严邦英，年
近七旬如此果敢，其英勇豪迈犹胜少年
郎。危难之际，她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河
水中营救落水男子，在确保落水男子安
全后，又不顾自己身体的虚弱，默默离开
救人现场独自回家。她以不逊色少年郎
的血性与果敢，挽救了一条宝贵的生命，
默默践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展示了
新时期安顺人民的精气神。

危难之际伸援手危难之际伸援手
□景瑛

廖家仕老师现就职于关岭永宁中
学。他把三尺讲台之上以及讲台之外的
人生故事，演绎得极为精彩。他的一件
件善举，在当地赢得赞誉声声，得到全校
师生及当地老百姓的尊重和爱戴。

1961年12月，廖家仕出生一户清贫
的农民家庭，日子虽苦，父母却都很善
良，长期尽己所能地帮助左邻右舍，父母
的善举深刻影响着廖家仕，他从小立志
长大后也要像父母一样，尽力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1984年，廖家仕开启了他的教师生
涯。1989年，他在沙营中心学校担任副
校长。他利用课余时间，自学多门学科
教程，并在课后亲自辅导学生们做练
习，实施“一对一”讲解，久而久之，学生
的兴趣逐渐加强，廖家仕的教学水平逐
年精进。

廖老师时常将情景教学带入课堂，
让学生以愉快的心情学习、思考并获取

知识。充分利用学生课余时间分组进行
走访和辅导，推动形成困难有人帮、学习
有人教、行为养成有人带的良好氛围。
那时他的工资才38.5元，每月工资要拿
出一半，为家庭困难的孩子买文具、衣
物，开学时，还要给这些孩子交学费，让
他们安安心心读书，在孩子们心中，廖老
师是最好的老师，更是最亲的亲人。

2001年，时逢孙家寨赶集，廖老师
发现，老百姓每次来赶集时因找不到厕
所，偷偷溜到山后树林里解决，渐渐地，
污染越发严重，且因树林茂密，时常有蛇
出没，存在安全隐患。廖老师和寨子里
的表兄弟商量，由他出资，表兄弟们投工
投劳，在孙家寨路边修一个公厕，没多久
公厕修好，让孙家寨的老百姓欣喜不
已。同样在2007年，因永宁法庭缺水，
一直缺少厕所，让前来永宁办事的老百
姓苦不堪言，廖老师出资在永宁法庭旁
修了个公厕，大家知道又是他私人出资

修建，无不交口称赞。
2011年的一天，廖老师看到很多赶

集的老百姓想喝口水、却找不到地方，赶
紧回到家里与妻子商量。在得到妻子同
意后，廖老师又和几个表兄弟商量，按照
惯例他出资，表兄弟们投工投劳。听说
路边一座山顶上有处水源，水质很好。
他找到拥有这个水源点的村民王吉勇，
听到廖老师又要做好事，王吉勇欣然应
允，答应免费提供水源，能为做好事贡献
力量，感觉自己特别光荣。2012年5月，

“路人一口水”工程顺利竣工，从此，来孙
家寨赶集的老百姓们都能喝到甘甜纯净
的水。

从2016年开始，廖老师每年利用寒
暑假，自己购买杉树苗，拿着铁锹、锄头
等工具，来到母亲留下的荒山种起了树
苗。两年时间，栽了将近3000多株树
苗。廖老师说过，希望能尽自己微薄之
力，为父老乡亲打造良好生态。

常年做善事的廖老师，有自己的
鲜明风格。村里但凡有上了年纪的老婆
婆到集市上卖蔬菜，没一会儿就卖完，不
用问，肯定是廖老师买了，这样老人可以
早点收工；哪家小孩要辍学，他一次次去
劝返，一次次登门慰问，廖家仕一边劝说
家长放下包袱，一边想办法帮助解决孩
子可能面临的辍学问题，为此，十多个孩
子得以重返校园。教书育人三十余载，
廖老师先后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
10多万元，资助100多名贫困家庭的优
秀学生完成学业。

长期以来，廖老师把公益事业当成
一项长期事业，对他来说，能帮到需要
帮助的人，是一种快乐，是一种充实，
更是一种动力。为人师表的他，所做
的一件件善举，不仅影响了儿女，也影
响了学生，大家都说，廖老师是一个好
父亲、一个好老师，更是传递大爱与温
暖的人！

一名乡村教师的善举
□关善声

在安顺，李德普是“最美安顺人”，
在老家紫云自治县，他亦是“最美紫云
人”。他最广为人知、深入人心的形象，
是与其父一起出镜的画面，镌刻在基层
群众记忆深处。

李德普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长
期担任打哇坪村的村医，20年行医生涯
中，为照顾体弱多病的父亲，每天他都
把父亲“背”在摩托车后座，一起上下
班，一起下村入组，走村串户为乡亲们
看病。

1971年5月，李德普出生于紫云大
营镇南边偏远的小山村，1989年，十八
岁的李德普初中毕业，在那个年代，初
中文凭在大营镇算极少的了。倘若外
出务工，会得到与学历相匹配的工资，
进一步减轻家庭负担。但由于自己是
家中唯一的儿子，父亲体弱多病，妻子
一人领着幼子辛勤劳苦。几经思索，他
最终选择在家创业，方便照顾老人和妻
儿。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创业谈何容
易。虽然过程无比艰辛，但能照顾到家
人，李德普感到很知足。

1996年，李德普的父亲因病重，到
医院接受治疗不见起色，他遍访附近有
名的民间老中医，开始自学医术，不分
白天昼夜地用功，对相当陌生的医学名
词进行研究。皇天不负有心人，最终，
他不仅治好了父亲的病，下苦功自学的
医术，也能够帮助同村许多乡亲解决

“看病难”问题。随着父亲的病被李德
普治好，他的医术渐渐被各村群众认
可。院坝里、田埂间，都会谈论到那个
自学医术为父治病的李德普。

一传十十传百，乡间“名医”呼之欲

出。1998年，大营镇将李德普推选担
任打哇坪村村医，后全脱产到安顺职业
技术学院学习农村临床全科医师课程，
李德普非常争气，每次的学习深造均能
取得好成绩。系统的专业医学知识，
丰富了他的本领，靠着负责任的态度、
务实的作风和高尚的医德，他治好无
数疑难杂症患者，获得广大村民群众
的好评。

这些年，为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
儿子儿媳外出务工，李德普的妻子为照
顾两个年幼的孙子上学，也跟儿子儿媳
外出，留下李德普坚守老家。随着父亲
年事渐高，李德普担心老人单独在家会
有危险，且用火用电不安全，每天早晚
他会将老父亲“背”在后座，随他一起到
卫生室上班、一起走村入户为村民看
病。除了每日一日三餐，他还定时为老
人按摩，和老人聊天。如今，他的父亲
年过九旬，但身体依然康健。

远近闻名的孝子，何尝不是急人所
难的良医。李德普孝名在外，对工作有
良性助力。乡亲们相信，一个孝顺的
人，是值得信赖的。“背”着父亲行医的
过程中，李德普一并担任村里留守老年
人和未成年人的家庭医生，只要打电话
给李德普，不管多晚多远，他都会第一
时间带上医药包去看望诊断病情，为老
人和孩子选定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这些年，李德普“背”着父亲行医，
他孝顺老人、关心弱势群体，积极帮助
困难群众和残疾人，自发地做这些群体
的家庭医生和精神支柱，他用自己朴实
无华的担当和作为，充当全村老小的

“孝顺示范”“健康顾问”。

年近五旬的姜晓芳，家住西秀区七
眼桥镇汤官居委会，是当地群众口中的

“好大姐”，她是四级肢体残疾，但身残
志坚，以其诚实守信、善意满满，感动了
身边许多人，入选安顺市道德模范暨第
十届“最美安顺人”。

姜晓芳的善良，是常年养成的。她
在汤官菜场经营着一家干菜冻货店。
十余年如一日，这家店面对老无所依的
群众格外照顾。七眼桥镇街上有个姓
丁的老婆婆，经常到姜晓芳的干货店里
赊东西，每次只赊几元或十几元的东
西，钱不多，但丁姓婆婆只赊不还，姜晓
芳的丈夫不只一次说过，下次再也不能
赊东西给老人，姜晓芳不只一次劝丈
夫，丁婆婆因为家庭原因，身上没钱才
来赊东西，并不是想懒账，只要她来就
赊给她，随便她还不还。“大家都有老的
时候，就是不赚丁婆婆这点钱，咱们还
能穷了咋滴？”

姜晓芳店里卖的货，都是明码标
价，童叟无欺，无论是谁来买，都是一样
的价格。多年来，不知有多少顾客来店
里买东西，把手机或者其他值钱的东西
遗落在她店里，她都会给顾客捡放好，
等待顾客回来寻找还给人家。2019年
夏天，一位男顾客来买烧烤用的食材，
却把一个黑色的包遗忘在店里，姜晓芳
发现后，先把客人的包收在柜子里放
好，等待客人回来拿，过了一个多月，一
直没见有人过来寻找，街坊邻居都说，
先打开看看包里的东西，也好知道为什
么一直没人来寻找。

姜晓芳坚决不同意，她说这是别人
的东西，不能随便翻弄，或许顾客发现
包不在，想不起在哪丢的，所以才没回
来寻找，又过了一段时间，某天姜晓芳
眼尖，依稀发觉一个在肉摊上买肉的男
的，自己有映象，却拎不清是否就是失
主，她主动上前询问，各种细节凑在一
起，确信就是失主。失主很感谢姜晓
芳，他说：“自己到处找，压根没想到去

她店里找，时间久了，也怕捡到包的人
不认账。”姜晓芳表示，她家开店多年，
遇到顾客遗失东西的事情太多了，都是
些小事，根本不值一提。

姜晓芳的大女儿是收养的。1999
年，身患残疾的姜晓芳，与丈夫收养了
一名患有智力障碍的婴儿，当时她与丈
夫结婚几年，一直都没怀上孩子，检查
身体是正常的，于是与丈夫商量，共同
收养了现在的大女儿，收养的时候她就
知道养女有智力残疾，如今养女已经22
岁，残疾程度达到二级。在收养女儿几
年后，姜晓芳生下一个健康的儿子，但
对于养女，依旧视如己出，没因为儿子
的到来就冷落了大女儿。用她的话说：

“能遇到这个孩子，照顾她也是一辈子
的缘分。”

姜晓芳夫妇俩供养女读到小学毕
业，因其智力条件，无法到初中就读，
才停止送养女上学。随着养女长大，
姜晓芳让她到店里帮忙，帮忙递个手，
拿点东西给顾客，只是养女无论如何
都算不了账。养女拿百元大钞出去买
东西，从来不会退钱回来，试过几次也
就作罢了。但是，养女在店里干活，
大脑得到了锻炼，较之过去聪明了一
些。她与老公都说：儿子考上大学又
服兵役，前途不用担心，夫妻俩考虑
趁现在还能挣钱，多挣点钱留给养
女，让她以后的生活有保障。

入选全市道德模范、“最美安顺
人”，姜晓芳成了当地名人，生活习惯
仍与过去一样，只是多了些责任：以
其“人格力量”启迪感召周围的人，以
其“诚实守信”感动身边的人。“做人
真诚坦荡，做事诚实守信，无论做什
么都要对得起良心。”对待困难群众
满怀温情，对待养女不离不弃，姜晓
芳这位好大姐，纯朴坦荡而真诚，时
刻以真心示人，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诚实守信，把诚信友善传递给遇到的
每个人。

群众口中的“好大姐”
□席暄

背着父亲去行医
□支先礼

常怀感恩之心常怀感恩之心 做做““最美社保天使最美社保天使””
□安道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