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弭庆诚的3张烈属证
本报记者 刘清春 实习生 刘柏赫

您身边，有哪些罕见姓氏？
日前，记者遇到了一位叫“弭

冬梅”老师。她说，自己的姓氏的确
很少见，她父亲是一位退休老教师，
正在撰写家族革命史，家里有3张烈

属证。
如此姓氏，如此教师世家，如

此革命故事，真是耐人寻味。于
是，记者拜访了弭冬梅的父亲弭庆
诚，听他讲述了自己的家族故事。

弭姓为罕见姓氏，惠民、邹平各有一个弭家村

“ 弭 ”姓 何 来 ？ 滨 州 有 多 少
“弭”姓人家？

弭，在姓氏里读 mǐ，它未收
录进宋代成书的《百家姓》。也就
是说，古代的“弭”姓人也不多。

记者查找资料时发现，关于
“弭”姓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一，
“弭”姓出自“姬”姓，为春秋时卫国
弥子瑕之后，后人以“弥”为姓，称为

“弥氏”，又改为“弭”姓；其二，“弭”
姓出自东汉末年的祢衡，族人为了
躲避曹操的追杀而改姓。而祢衡故
里，就在德州市临邑县德平镇小祢
家庄，离滨州很近；其三，弭万夏因
平乱有功，皇帝赐姓。因为此姓有

“消弭战乱、祈福和平”的意思。
目前，“弭”姓人口在德州居

多，在滨州惠民、邹平，泰安、济南

等地也有“弭”姓人口分布。
弭庆诚说：“这个姓氏确实少

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去了不少地
方，遇到的同姓人很少。很多人第
一次看到这个姓氏，还容易认错、
念错。”

在滨州，“弭”姓有多少人？是
如何分布的？

“我老家在惠民县大年陈镇弭
家村，村里老少爷们大都是‘弭’
姓。在滨州，邹平还有个村子，魏
桥镇弭家村，也都是‘弭’姓。那的

‘弭’姓，跟我们是同一脉，辈分都
是一样的，在族谱上能续起来。”弭
庆 诚 说 ，据 老 一 辈 人 传 说 ，本 村

“弭”姓是明初洪武年间，从河北枣
强迁来的。但是否真的如此，很难
考证。

弭庆诚家族满门英烈，其父亲曾参加喜峰口战斗

弭庆诚的父亲弭宪法，生于
1915年，在家排行老四。青年时期，
弭宪法报名参加了国民革命军，隶属
宋哲元领导的29军。在著名的喜峰
口战斗中，他英勇杀敌，立了战功，得
到军长表扬，提升为连长。1937年

“七七事变”，日军出兵卢沟桥，炮轰宛
平城，29军奋起反抗。战斗了七天七
夜，弭宪法打死了30多个日军，为保
卫宛平城立下了一等功。后因蒋介
石不给物资供给，29军无奈被迫放弃
宛平城，弭宪法也拖着病躯返乡。

返乡后，经过调养，弭宪法的
身体慢慢恢复，他也到了谈婚论嫁
的年龄，弭宪法听从父母安排，娶
了邻村武希荣为妻。1941 年 9 月，
弭宪法的长子弭庆忠出生。

战场归来，弭宪法并未忘记国
仇家恨，他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
为党做情报工作。而弭宪法的四
叔弭召池，担任了弭家村村长、农会
主席。据《山东老干部》记载，弭宪
法在丁润生同志的领导下，以打白
铁为掩护，在商家、唐家、刘旺庄、高
青、黑里寨、田镇、商河、白桥、肖圣
庙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地下工作。

1946年农历八月十八日夜，弭
宪法接上级命令，给区武装大队送
粮食。那一夜，恶霸司延庆勾结国
民党残余势力20余人，携带枪支和
砍刀趁着夜色发起突袭，弭宪法与
三哥、四叔弭召池壮烈牺牲。

如今，弭召池与弭宪法的烈士
墓碑耸立在惠民县烈士陵园。

英雄母亲收下3张烈属证，将慰问物资送给前线战士

弭宪法 3 人被害当天，小儿子
弭庆诚刚刚满月。弭宪法的妻子
武希荣，与同样失去丈夫的三嫂、
四婶儿，没有被敌人吓倒，办完了
丧事后，在党支部书记弭宪岭的领
导下光荣入党。她们积极发动群
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
和“土改运动”，打土豪、分田地、斗
地主、斗恶霸。

1947 年 3 月 18 日，区公所公
审大会召开，武希荣怀抱仅 8 个月
大的小儿子，手牵年仅 6 岁的大儿
子诉说 3 位先辈为国牺牲的经过。
台下群众义愤填膺，高喊：“枪毙杀
人不眨眼的反革命分子、大恶霸，
为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最
终，将以司延庆为首的 6 名反动分
子绳之以法。

在这场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
武希荣一家分到了6亩土地，1头耕
牛，还有牛槽等农具。同时，惠民县
还颁发了 3 张烈属证、12 斤猪肉、2

只大公鸡。弭宪法的母亲王凤贞，这
位一夜失去两个儿子，一个兄弟的老
人，激动地流着眼泪，泣不成声地说：

“王国华县长，烈属证我收下，猪肉和
大公鸡送给前线的战士们吧，这是我
的一点心意！”

8 年后，弭宪法的妻子武希荣
因病去世。家中就剩下两个年幼
的儿子，大儿子时年 14 岁，小儿子
只有 9 岁。在祖母王凤贞的照顾
下，大儿子首先担起全家的重担，不
仅供应弟弟弭庆诚读书上学，还帮
助其成家立业，完成了父辈的遗愿。

1965年，弭庆诚如愿考入惠民
师范。1968年，弭庆诚毕业返乡任
教，耕耘在家乡的田野上，培育了一
代又一代大年陈学子。弭庆诚的女
儿弭冬梅也顺利走上了教师岗位，成
为滨城区第六小学一名骨干教师。

从罕见姓氏到满门英烈，从英
雄母亲到杏坛耕耘，弭家人的故事
还在书写……

在滨城区青田街道张龙岗村
的大街小巷，总能看到一个忙碌的
身影，她就是村民心中的“安心人”
——网格员张荣。自投身网格工
作以来，她始终怀揣着一腔热忱，
扎根基层，以实际行动诠释网格员
的责任与担当，用心用情为辖区群
众排忧解难。

在张荣负责的网格内，有不少
独居老人等特殊人群需要照顾。
为了让独居老人在晚年感受到社
会的尊重和关爱，她坚持定期走
访。每一次到访，她都会陪老人们
聊天解闷，倾听他们生活中的点点
滴滴。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
却给独居老人们带来了真挚的关
怀与温暖。

张荣深知，加强普法工作对营
造和谐乡村环境至关重要，因此每
次入户走访，她都积极宣传法律知

识，并结合实际案例，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提醒村民远离非法集资、电信
诈骗等非法活动。同时，她还耐心
地为村民讲解医保补贴、养老政策
等惠民举措，确保村民及时了解政
策福利，让国家政策在基层落地，为
居民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筑牢
了家庭与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

在张荣看来，居民的满意就是
她最美的“勋章”。她表示，在基
层，像她这样的网格员还有很多，
他们在工作中发扬“拼”的精神，面
对复杂的工作任务从不退缩；保持

“干”的劲头，将每一项工作落到实
处；坚持“实”的作风，不搞形式主
义。她说，她将牢牢把握基层治理
这个小支点，用心用情打通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正是秉持着
这样的信念，她在网格工作中不断
发光发热。

网格员张荣：

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
本报通讯员 赵薇

春芽——从律政剧观众到法治追光者

“只有经历过才知道，是心中最
强烈的那份执念，带自己走到了今
天，是执着成就了热爱的职业。”孙春
华在笔记本中写下的这句话，成为她
一生追求法治信仰的缩影。

1982 年，孙春华出生于山东聊城
莘县一个普通家庭。童年时，律政剧
中法官敲响法槌的画面，在她心中种
下了法治的种子。

2005 年，她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攻
读法学硕士。毕业后，她考入滨州市
一家单位，但深夜的书桌灯光和翻旧
的法学书籍，暴露了她未竟的“法官
梦”。

“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我独
自静坐在书桌前，看着书架上满满的
法律类书籍，聆听内心最深处的声
音，还是放不下当初的‘法官梦’。”

2011 年，孙春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滨
城区法院，先后在信访办、网络办、民
二庭工作，任民二庭庭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一级法官。

从书记员到审判员，从青涩懵懂
到独当一面，从保险合同、信用卡等
简案“快刀手”，到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等繁案“主力
军”，孙春华用匠心守初心，用专业守

公正，坚持做不变的法律坚守者。
正是因为这份执着和坚守，历经

数千件民商事案件的千锤百炼，她的
办案能力、工作作风得到了高度认可。

“远离故土来到滨州。我很感恩
遇到的一切，每一步行走在热爱里，
感恩着、付出着、收获着、成长着。”
2022 年 12 月，孙春华在笔记本上这
样勉励自己。

华彩——在卷宗垒起的“高地”上书写正义

多年的审判经历让孙春华深深
地体会到：“维持法官尊严的不是法
袍和法槌，而是来自精准驾驭审判的
专业能力。”

她曾经审理过一起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案件，卷宗达70余册。面
对泛黄的合同和残缺的验收档案，孙
春华带着团队多次赴工地现场、监理
公司、市房管局、市档案馆等实地查
证、现场勘验、走访单位、调阅资料，
最终查明了案件关键事实。

在制作该判决书时，她依然不敢
马虎，充分分析论证，详尽释法说理，

准确传递司法正义，为滨城区法院同
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她的专业更显现在破局智慧中。
某建筑公司起诉某置业公司索要

1300 万元工程款，司法鉴定可能耗费
企业半年时间。为了给企业“减负”，让
诉讼“瘦身”，孙春华跳出双方诉辩意
见，抓住案件关键争议，逐一梳理化解，
通过多次沟通协调，促成“800 万元工
程款+质保金返还”的一揽子方案，最终
促成该起千万元工程款纠纷调解结案。

她说：“解开一个商业纠纷的‘疙
瘩’，就是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贡

献一份绵薄之力。”
在日常工作中，她将办案与调研

双轨并行。在她堆满法律书籍的办
公桌上，诞生了多篇全国、全省法院
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当公正遇上
效率——民商事管辖权异议的异化
与复归》获全国法院第26届学术讨论
会三等奖；《初任法官培训模式之优
化——以胜任力理论为分析工具》获
全省法院理论研讨优秀奖；《指导性
案例的隐性适用及其矫正——从指
导案例 1 号的适用切入》获全国法院
第 30 届学术讨论会优秀奖；《破产程

序中民刑交叉的冲突与衡平——以
非法集资破产案件为例》获全国法院
第33届学术讨论会优秀奖。

她的调研成果来自于司法实践，
又将调研成果应用于司法实践。

2024 年，经过广泛调研，她牵头
开展了破产公益清算试点工作。她
与相关职能部门反复沟通，推动完成
了全市首批 10 家经营异常企业的强
制清算程序，为全市法院公益清算蹚
出了路子，府院联动推进破产公益清
算工作被评为全市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典型案例。

清辉——病逝前所有承办案件审结清零

“忙起来哪有时间去倒水，用个
大容量的水杯，省事还轻便。”孙春华
有一个容量1000毫升的水杯，杯身上
贴着儿子手绘的卡通贴纸。这个贴
纸见证了她在法庭外的质朴生活。

2024 年 6 月的一天，孙春华因连
续开庭错过了午餐，律师为她和书记
员点了 3 杯奶茶。得知奶茶的来源
后，她立即通过微信转账 40 元，并主

动向督察室报备。
“她总说‘规矩就是规矩’，这种

较真劲儿让我们既敬佩又心疼。”孙
春华的同事马晨晨悲痛地说，孙春华
报备的当天下午，被确诊恶性肿瘤。
她知道自己身体不舒服，上午却还惦
记着“奶茶不该收”的程序合规性。

生活中的她，常年穿着休闲服和
运动鞋，周末送儿子去兴趣班后，总

会“顺路”拐回办公室阅卷。“本来想
送下孩子出来转转，转着转着不自觉
就到了法院。”她的这句笑谈，成为同
事们对她最熟悉的记忆。

住院期间，她依然通过电话指导
法官助理梳理案件思路。病逝前，她
将自己承办的所有案件审结清零。

多年来，孙春华先后荣获“山东省
法院系统先进个人”“全省法院贯彻实

施民法典‘五个一百’先进法官”“全省
法院调研工作先进个人”“第六届滨州
市敬业奉献道德模范”“感动滨州·
2016 年度人物”“滨州市最美基层法
官”“滨州法院‘有理想、有担当、有实
绩、有正气’优秀法官”称号，入选全省
法院民事审判人才库、建设工程审判
人才库，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嘉奖1
次、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三等功2次。

怀念——海棠树下的回响与信仰

得知孙春华离世的消息，多少人
都不愿意相信。

“电话这头我哭得说不出话，她
却在电话那头劝我放宽心。”滨城区
法院政治部的于璇回忆起 2024 年夏
日和孙春华的通话。

孙春华在病中仍安慰于璇：“住院
真无聊啊，真想回院里写两个判决书。”

滨城区法院研究室的李贵青翻
看着和孙春华的微信聊天记录——

2024 年 8 月 2 日 22 点 40 分：“治
疗挺顺利的，虽然过程煎熬，但效果

理想。感觉还有好多事要去做，却迫
不得已休息。”

2025 年 3 月 7 日 7 点：“你们都
忙，我帮不上忙，还让你们挂念。”

孙春华的同事张丽霞在朋友圈写
道：“春华，用匠心守初心，用专业守公
正，我们的好战友好同事，一路走好。”

3月31日的追悼会上，孙春华胸前
衣领上别着一枚小小的法徽，阳光透过
窗棂洒在上面，折射出细碎的金光。

“不批评、不抱怨、多鼓励”是孙
春华家庭的座右铭。丈夫巩艳波是

她的大学同窗，夫妻二人共同营造了
“滨州市五好家庭”的温馨氛围。为
了支持妻子的事业，巩艳波承担起了
照顾家庭的大部分责任。

孙春华正在读初二的儿子自幼
学会独立热早餐、带备用钥匙。他知
道他的妈妈经常加班，总是在冰箱的
便利贴上画笑脸鼓励她。

亲人、朋友围在孙春华的周围，
送她最后一程。听闻消息的律所送
来花圈，表达对这位法官的敬佩。

清明节前夕，滨城区法院围墙内

的海棠花开了。70 册泛黄的卷宗静
静陈列在孙春华干净整洁的办公桌
上，如同她未竟的梦想：统一类案裁
判标准、完善公益清算机制……这些
承诺，将化作海棠树下的春泥，滋养
着后来者的法治信仰。

“一个人只有被忘记才是真正的死
亡。”但那些被她写进判决书的公平、被
她护住的企业、被她温暖过的当事人，
早已将“孙春华”三个字刻进内心。

斯人已逝，法魂永耀！
春华不谢，信仰长青！

2025年3月30日晚9点14分，滨城区法
院民二庭庭长孙春华因病离世，年仅43岁。

次日凌晨0点37分，她的丈夫巩艳波用她
的微信发出最后一条信息：“2025年3月30日
21点14分，我爱妻孙春华因病去世……定于3
月31日上午11点57分在滨城区殡仪馆举行悼
念仪式。”

这条简短的讣告，如同孙春华43年的人生
——质朴如法槌落地，纯粹似天平无尘。

春华不谢
——追记滨城区法院法官孙春华

本报记者 罗军

检测“千里眼”消除细微隐患  攻坚克难推动技术革新

胡金宝的能源守护之路
本报通讯员 徐琳

在能源行业的浩瀚星河中，有这
样一位坚守者，他用 30 余载的岁月，
书写着对电力事业的无限热爱与执
着追求。他，就是胡金宝，一位在金
属技术监督领域深耕细作、成果斐然
的工程师。从山东石横发电厂到国
家能源博兴发电有限公司，胡金宝的
足迹遍布多个电厂，他的故事是一曲
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赞歌。

初出茅庐，崭露头角
1984 年 10 月，怀揣着对电力事

业的憧憬，胡金宝进入山东石横发电
厂，成为一名金属试验、无损检测员。
那时的他，如同一株刚破土的幼苗，
虽渺小却蕴藏着无限生机。面对复
杂的金属试验和无损检测技术，他虚
心向老前辈请教，并利用业余时间钻
研专业书籍，不断充实自己的理论知
识。在一次机组小修中，他敏锐地发
现锅炉受热面改造中的省煤器弯头
普遍磨损超标问题。这一发现犹如
一声惊雷，引起了厂里领导的高度重
视。在后续的大修中，省煤器管排得
以及时更换，成功消除了隐患。这次
经历，让胡金宝深刻认识到自己工作
的重要性，也坚定了他在电力技术监
督道路上继续前行的决心。

攻坚克难，守护安全防线

1990 年 8 月，胡金宝来到广东大
亚 湾 核 电 站 山 东 核 电 公 司 QC 部
NDE，从事无损检测、金属技术监督
及管理工作。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更
为先进和严格的核电站质量控制体
系。他积极参与各项检测任务，不断
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在一次对某
关键设备进行检测时，他凭借精湛的
技术和严谨的态度，发现了设备中一
个极其细微的裂纹。若不是他细心
检查发现这个裂纹，可能会引发严重
的安全事故。他及时提出了修复方
案，并全程监督修复过程，确保了设
备的安全运行。这次经历，不仅彰显
了他在无损检测领域的高超技艺，更
让他深刻体会到核电站安全运行背
后所承载的巨大责任。

勇挑重担，推动技术革新
2006 年 5 月，胡金宝调入国电

费县发电有限公司，参与 2 台 650 兆
瓦机组的安装金属技术监督工作。
面对全新的挑战，他没有丝毫退缩。
在监督检查过程中，他与团队成员
共同发现了锅炉受热面存在大量缺
陷，如咬边、未填满、漏焊等。这些
问题犹如隐藏在机组中的“定时炸
弹”，随时可能引发事故。胡金宝没
有丝毫犹豫，立刻组织人员对缺陷
进行挖除焊补。他亲自制定修复工

艺，严格把控每一个修复环节，确保
了机组安装质量。在安装高加时，
他又敏锐地发现高压加热器筒体存
在打磨痕迹，经磁粉检查，果然发现
了多处裂纹及超标缺陷。他果断要
求厂家进行更换，从源头上消除了
安全隐患。他还针对《关于新建电
厂和新建机组蒸汽管道使用“海莱
特（Hydratic）”P91 钢管情况调查的
监督意见》要求，制定了详细的专项
计划。经过深入调查，发现主蒸汽
管道 P91 材质存在铬含量低于标准
下限等问题。他积极与哈尔滨锅炉
厂沟通协调，最终在 2008 年大修中
完成了主蒸汽管道的更换，彻底解
决了这一重大安全隐患。

精益求精，打造品质工程
2016 年 2 月，胡金宝调入国电博

兴公司，在这里，他继续发挥自己的
专业优势，对三大主机的选材进行质
量和优化把关。他深入制造厂家，从
源头把控设备质量，避免了因设备问
题影响工程进度和质量的情况发生。
在施工现场，他对焊接材料、特种作
业设备等进行严格监督管理，确保每
一个环节都符合规范要求。他每周
召开监督会议，及时汇总和解决金属
监督中发现的问题，明确质量控制内
容和要求，推动各参建单位严格履行

技术协议。在他的努力下，2 台机组
焊接合格率均达到了 99.7% 以上，为
机组 168 小时试运的顺利通过，奠定
了坚实基础。

言传身教，传承匠心精神
胡金宝不仅是一位技术精湛的

工程师，更是一位无私奉献的导师。
他深知人才培养对于行业发展的重
要性，因此在日常工作中，他总是耐
心地向年轻技术人员传授自己的知
识和经验。他以身作则，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工匠精神的内涵。他鼓励
年轻人勇于创新、敢于担当，为电力
事 业 注 入 新 的 活 力 。 在 他 的 影 响
下，一批又一批年轻的技术骨干迅
速成长起来，他们继承了胡金宝的
匠心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
热，为电力行业的持续发展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

胡金宝，这位在电力行业默默耕
耘了 30 余年的工程师，用他的智慧、
汗水和奉献，守护着电力设备的安全
运行，推动着电力技术的不断进步。
他的事迹，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后
来者前行的道路；他的精神，如同一
面旗帜，激励着更多的电力人为了行
业的繁荣而努力奋斗。在未来的日
子里，胡金宝依然会坚守在自己的岗
位上，继续书写属于他的能源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