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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照顾生活不能自理弟弟34年

（孝老爱亲）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好婆婆二十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儿媳 把鳏居姨夫视为父亲接到家中悉心照顾 让母亲高质量地在病床上生活了12年
李改华，女，1961年5

月出生，惠民县何坊街道
斗子李村村民。李改华
的弟弟是聋哑人，智力低
下，生活不能自理。李改
华从懂事起，不仅要帮父
母干农活，还担起照顾弟
弟的责任。结婚时，弟弟
成了她最重要的“嫁妆”，
她带着弟弟一起嫁人。
每天早晨起来，她给弟弟
拿衣服、刷牙、洗脸，晚上

等弟弟睡觉后才放心地去休息。她任劳任怨，已精心照
顾弟弟衣食起居34年。

宋美荣，女，1933 年
11月出生，博兴县曹王镇
贾张村村民。儿媳意外
摔伤，瘫痪在床，儿子外
出打工，赚钱养家。已是
花甲之年的宋美荣，毅然
挑起家庭重担，照顾儿媳
和未成年的孙子孙女。
给媳妇擦身、翻身、按摩、
换洗衣服、喂水喂饭，是
她每天必做的“功课”，而
这个“功课”已经坚持做

了 20 年。她把儿媳视如己出，二十年如一日，不离不
弃，悉心照顾，在当地传为美谈。

何玉芝，女，1963 年
7 月出生，无棣县水湾镇
于何庵村村民。姨夫姨
母无儿无女，姨妈去世
后，姨夫独自生活。七年
前，姨夫突患脑血栓，行
动不便。为了照顾姨夫，
何玉芝把老人接到了自
己家中一起生活。虽然
家庭不富裕，但一日三餐
悉心准备，生活起居从不
马虎。七年来，她视姨夫

如父亲，一家人共同孝敬老人，让老人安度祥和的晚
年。

张文娟，女，1981年3
月出生，滨州市妇幼保健
院主管护师。母亲因脑
干出血住院后，她衣不解
带，长达三个多月吃睡在
医院，悉心照顾。时隔九
年，母亲再次脑出血。两
次住院，母亲留下智力障
碍、偏瘫、语言功能丧失
等后遗症。她十多年如
一日，任劳任怨，精心照
顾母亲。都说病榻床前

无孝子，但她却让母亲高质量地在病床上生活了十二
年。

“好嫂子”悉心照顾智力残疾小姑子57年 百善孝为先，一人事“三孝”
郝青，女，1969 年 11 月

出生，滨州市中心医院病理
科主任。她自幼过继给膝
下无子的姑姑姑父，姑姑早
逝后，她与姑父相依为命，
并悉心照顾姑父，直到老人
去世。之后，她把公婆接到
家中赡养。婆婆突发心脏
病入院后，她精心护理。虽
然过继给姑父姑母，但她从
未放弃对亲生父母的赡养，
共 同 与 兄 嫂 分 担 赡 养 费

用。生父患脑血栓，她床前尽孝，出钱出力。正是百善孝
为先，一人事“三孝”。

丈夫早逝后毅然扛起家庭重担的好媳妇 悉心养育捡到的弃婴诠释人间大爱
张秀兰，女，1943年6

月出生，高新区青田街道
徐四村村民。小姑子先
天智力残疾，吃喝拉撒都
需要照顾。她从结婚那
天起，不仅承担着媳妇应
有的责任，也接过了照顾
小姑子的重任。十年前，
老伴儿去世，照顾小姑子
的重担全压在她一人身
上。给小姑子穿衣喂饭，
犯病时帮其按摩身体减

轻痛苦，五十七年如一日，张秀兰把小姑子当作亲妹妹
一般照顾，是当地人人称赞的“好嫂子”。

顾希荣，女，1963年9
月出生，阳信县信城街道
皮户村村民。顾希荣 31
岁时，丈夫就因意外早
逝。面对年幼的儿女、患
病的公婆、年迈的奶奶，
作为家里惟一的劳动力，
她毅然挑起了全家的重
担，撑起了这个苦难的大
家庭。她养过鸡，卖过
菜，做过衣服，不管多苦
多累都悉心照顾家人。

她待公婆如父母，自己省吃俭用，给老人买东西看病却
从不心疼钱，是当之无愧的“好媳妇”。

韩国福，男，1955 年
6 月 出 生 ，高 新 区 小 营
街道道旭村村民。二十
七年前，他在自家门外
发现一个弃婴，在寻找
孩子亲生父母无果后，
已有两个儿子的他决定
自己收养。弃婴患有先
天性“无汗症”，为了给
其治病，他四处奔波求
医，让本来殷实的家庭
变得一贫如洗。虽非亲

生，但他视如己出，精心养育，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
人间大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
春 通讯员 李娟 温明华 报道）9 月
20日、21日晚，新编现代吕剧《烈烈
渤海红》在滨州保利大剧院完成首
演。

该剧由滨州市吕剧演艺有限公
司排演。它以渤海军民抵抗日寇的
壮阔历史作为大背景，着力塑造了
芦花、猛子、文韬等性格鲜明、有血
有肉的艺术形象，是滨州首部反映
渤海区革命历史的大型现代吕剧，
也是我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的重点舞台艺术作品，被列
为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生动教材。

演出现场，观众被扣人心弦的
戏剧冲突、醇厚抒情的吕剧唱腔、真
挚浓烈的人物情感和唯美诗化的舞
台呈现深深打动，掌声不断。在演
出后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上，中国戏
剧家协会秘书长崔伟、上海市原文
化局局长马博敏、上海文广局创作
中心原艺术总监郑炳辉等专家，都
对该剧作出了高度评价。他们认
为，该剧另辟蹊径、视角独特，浓墨
重彩地写人、写人性，令人震撼。

很多老渤海子弟、老滨州人尤
为剧情打动。演出后，老渤海军史
研究者刘树松领着一位白发苍苍、
眼含泪水的老太太找到编剧王新
生。刘树松介绍，这位老太太是位
老革命、“渤二代”，此次是专程赶来
看戏，看完后激动不已。老太太紧
紧拉着王新生的手，连声说：“太好

了，太好了！”市民杲仁华认为，该剧
再现了当年渤海解放区军民团结，

“爹送粮、儿当兵、夫妻互勉、车轮滚
滚支前忙”的动人景象，“整个观影
过程，我都感动地泪流不止。”

该剧导演、上海越剧院国家一
级导演、中国戏曲导演协会理事孙
虹江说，该剧表现出了渤海人民的

一种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到现在也
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应该大力弘扬
渤海人敢于牺牲的奋斗精神。

据了解，滨州是革命战争年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抗日根据地
和解放战争后期山东三大战略区之
一——渤海革命老区的中心地域，
形成了“不屈不挠、艰苦奋斗、顾全
大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精神”，
为抗战胜利和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
重大历史贡献。

今年以来，为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老渤海精神”，填补戏曲舞台上
反映渤海革命老区题材大型吕剧空
白，滨州市吕剧演艺有限公司深挖
红色文化和吕剧发源地内蕴，汇聚
省内外戏曲名家组建主创团队。自
7月份建组以来，他们不畏酷暑、加
班加点投入到剧目排练中，只为更
加完美地展现这部红色吕剧的独特
艺术魅力。其间，王新生等人还曾
深入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和惠民
县、博兴县、无棣县以及潍坊寿光等
地开展红色主题艺术创作采风访
谈，为剧目排演打下了坚实基础。

“红色吕剧”《烈烈渤海红》精彩首演
填补了戏曲舞台上反映渤海革命老区题材大型吕剧的空白，被列为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 （记者 郭向
春 报道）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9 月 20 日上午，由滨
州传媒集团举办的以“不忘初心同追
梦、牢记使命献余辉”为主题的老干
部书画摄影作品展正式开幕。

此次书画活动是“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活动之一，
充分体现了滨州传媒集团党委对主题
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书画展得到了
集团广大老干部、老党员的大力支
持，他们热情高涨、积极参与、精心
创作，最终展出了精心挑选的70余件

书画摄影作品，其中书画作品 42 幅，
摄影作品 16 张，篆刻肖像印作品 16
件，充分展现了集团广大老党员、老
干部热爱党、拥护党的坚定信念。

据了解，为使“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广泛覆盖，滨州传媒
集团还开展了“送学上门”活动——
工作人员走进老党员家中，为他们送
去了 《习近平用典》 第一辑和第二
辑、《习近平讲故事》等书籍，另外还
有集团专门订购的大字版的 《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
要》，旨在让每位老同志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

滨州传媒集团老干部书画摄影作品展开幕
共展出70余件书画摄影作品，助推主题教育活动深入推进

1、1月底，全区城乡储蓄存款余额首次突破
50亿元大关。其中城镇储蓄达38亿元，农村储
蓄达12.6亿元。

2、2月8日，国家林业部授予滨州地区及博
兴、沾化两县“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单位”称号。至
此，全区6县1市全部成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
市，全面实现平原绿化。

3、4月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批百
家中国特产之乡命名大会上，沾化县被命名为

“冬枣之乡”。
4、6月5日，滨州地区已全部列入黄河三角

洲开发区，中共滨州地委决定成立滨州地区黄河
三角洲开发建设协调委员会。

5、12月17日零时,滨州地区C3本地电话网
正式建成开通，全区电话号码由6位升至7位，统
一区号为0543。

6、是年，继邹平、阳信、博兴、滨州4县市扫
除青壮年文盲通过省验收合格后，省政府分别对
惠民、无棣、沾化三县扫盲及成人教育工作进行
了验收。至此，全区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1995年大事记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
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
行，从中央到县级的负责干部共七
千多人参加会议。这是党在新中国
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会
议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对统一全党思想、推动全面调
整起了积极作用。

会议结束后，在刘少奇和周恩
来、陈云、邓小平等直接领导下，中
共中央于2月和5月相继召开西楼
会议、五月会议，进一步正视和分析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刘少奇
指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带有非常
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
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
贯彻下去。

在认识比较统一的基础上，中
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
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大力精简职
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

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
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
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
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
层的领导力量。

同经济调整相配合，党对社会
政治关系、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教育
文化政策也做了进一步调整。

调整工作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
果。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
始好转。为进一步扭转局面，中央
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的时间
继续调整。在调整中，还进行了一
些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在工业交
通部门试办托拉斯和进行两种劳动
制度、教育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
效。到1965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
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
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欣欣向荣
的景象。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统一全党思想
推动全面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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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打造洁净舒适
的生活环境，近期，滨城区组
织97个文明单位、4000余名
志愿者，集中开展城区公共
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
动。图为 9 月 21 日，滨州市
高级技工学校创城志愿服务
队在包保路段清理垃圾。（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李荣新 摄影）

滨城4000余名志愿者
上街清扫卫生

创城创城
榜榜红红黑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