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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承斌

“家里现在终于暖和了，我和老伴
儿再也不用穿厚棉袄了！”12月5日，家
住开发区星美城市广场一期的刘女士
致电聊城日报社党报热线 2921234 表
示，经过本报协调，家中暖气不热的问
题已经解决，她对本报表示感谢。

12月2日，刘女士向本报反映家里
暖气不热，室温较低，给她和老伴生活
带来不便。“卫生间的暖气片摸上去刚
有一点温乎，家里感觉很冷，我和老伴
儿晚上要盖厚被子，白天要穿棉袄。我

们的孩子都不在身边，也不知道该怎么
联系供热公司，看到咱们报纸上有党报
热线，就向你们求助了。”刘女士告诉记
者。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记者立即和负
责该小区供暖的供热公司取得联系，工
作人员表示会尽快安排人员上门为刘
女士解决问题。

12 月 5 日，刘女士再次致电记者，
供热公司工作人员已经上门进行了检
查，“维修师傅给冲洗了过滤网，并给暖
气片放了气，家里温度已经上来了。谢
谢聊城日报社党报热线！”

“家里温度上来了，谢谢党报热线”

■ 文/图 路子强

12 月 6 日上午，天气晴好，风力
较小。笔者在东昌府区新区街道颐
和园小区的广场上看到，不少居民
出来散步。仔细观察发现，无论男
女老幼，他们都戴着口罩，保持安全
社交距离，健康意识明显提高。偶
尔有小朋友聚集一块，也在家长的
提醒中快速散开。小朋友远距离打
招呼，稚嫩的话语在文明、健康的氛
围中愈加显得珍贵。

前段时间的疫情具有点多、面
广、频发等特点，防控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阶段性成

果。疫情防控离不开政府部门、社会
各界的共同努力，更需要每个人的支
持和参与。每个人都是抗疫链条上
重要的一环，一个环节“掉链子”，就
可能让无数人的努力付诸东流。每
个人多一些小心谨慎、多一分理解配
合，疫情防控就少一点风险、少一些
压力。遵守防疫规定，做好自己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健
康负责，也是对防疫大局的有力支
持。

人心齐，泰山移。拧紧每个人责
任的“螺丝钉”，担起对自己负责、对
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责任，我们
就能筑牢抗击疫情的人民防线。

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2月6日，东昌府区新区街道颐和园小区居民在室外锻炼身体

“俺村的‘诚信菜摊’卖出去几千斤
菜，没少一分钱。”12月6日下午，提到
村里的“诚信菜摊”，茌平区贾寨镇堤头
袁村网格党支部书记袁立广很是自豪。

11月底，考虑到疫情防控，为避免
村民扎堆，同时为村民提供便利，堤头
袁村党支部在村内设立无人值守“诚信
菜摊”。芹菜2元一捆、菜花3元一包、
蘑菇5元一兜……村民将自家种植的蔬
菜，分装好放到文明实践广场售菜处，
在纸板上标明菜价、留好收款码，有需
求的村民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自
行选购蔬菜、扫码付钱。对于一些不方
便扫码的老人，村里安排志愿者帮忙交
易。无人值守的“诚信菜摊”让诚信理
念在堤头袁村蔚然成风。

■ 文/吕晓磊 图/赵玉国

小菜摊
见证乡村诚信

■ 本报记者 王培源

进入冬季，天气寒冷，已年过七
旬的王忠祥老人，总会时不时地来到
自己那辆标有“侯营镇五老宣讲团流
动大课堂”字样的三轮车旁，爱惜地
擦拭着车里的 108 块中国革命史展
板。

多年来，王忠祥就是骑着这辆三
轮车，走街串巷开展巡回宣讲，他创
办的“学党史国史”党史学习教育流
动大课堂走遍了东昌府区侯营镇 64
个村庄和东昌府区120余所中小学。
他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爱讲党史的

“故事爷爷”。
筹建公益夏令营、冬令营、周末

课堂等，帮教孩子万余人次；挖掘整
理在开封战役牺牲的154名聊城籍烈
士资料，帮助烈士魂归故里；创办东
昌府区第一个“五老志愿者工作室”、
第一个红色村史馆、第一个公益爱心
菜园……多年来，怀揣着对党和人民
的无限热爱，王忠祥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忠诚敬业、关爱后代、务实创新、无
私奉献的“五老”精神。

11月11日，中国关工委在北京召
开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先进
事迹发布会，对73名全国关心下一代

“最美五老”予以通报表扬。山东省
仅两人获此殊荣，其中，东昌府区侯
营镇关工委副主任、侯营村关工委常
务副主任王忠祥榜上有名。

身为烈士后代 满怀爱国之心

1949年6月，历时42天的渡江战
役取得胜利，为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
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场战役中，王忠祥的父亲壮烈牺
牲。3个月后，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1
个月，王忠祥出生了。据王忠祥讲
述，母亲和父亲一同参军，后因怀孕
回家待产。父亲牺牲后，要强的母亲
隐瞒了父亲为国牺牲的事实，独自承
担起生活的重担。

1971 年，作为烈属，在党委政府
的关怀下，王忠祥进入原聊城市外贸

总公司上班。参加工作前夕，家人才
将父亲牺牲的事实和盘托出。“我父
亲是伟大的，他一生忠心向党。”听完
母亲的讲述，抚摸着父亲的军功章，
已成年的王忠祥对共产党有了一份
特殊的感情。1987年3月，作为预备
党员的他，从多年的积蓄中拿出1000
元作为第一次党费上交给党组织。

2020 年八一前夕，154 位聊城籍
英烈的名字补刻在了河南开封烈士
陵园的石碑上。那一刻，王忠祥热
泪盈眶。原来，2016 年，王忠祥在搜
集侯营镇 68 名烈士的资料时发现，
有众多聊城籍烈士牺牲在开封战役
中，但开封市烈士陵园里却没有他
们的名字。为弥补这一遗憾，王忠
祥决定搜集、整理烈士事迹。然而，
由于年代久远、信息不全、行政区域
调整等原因，困难重重。王忠祥没
有退缩，“我自己就是烈士后人，这
是我的责任和使命。”骑上三轮车，
王忠祥走遍 122 个行政村，历时 4 年
时间，总行程超5000公里，为在开封
战役中牺牲的 154 位聊城籍烈士找
到了“家”。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基因
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
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
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
道路。”

2015年，王忠祥筹集12万元，在
老家侯营镇侯营村建起了一条百米
长的红色文化长廊，立起一座红色纪
念碑。同年6月，王忠祥还办起公益
夏令营。自此，从夏令营到冬令营，
再到周末学堂，王忠祥不间断组织举
办“感恩孝亲”“学党史国史”“爱国主
义教育”等主题社会教育实践活动，
受教育青少年达万余人。今年6月，
王忠祥被聘为山东省红色宣讲团成
员。

王忠祥还带头挖掘侯营镇的红
色革命历史，利用15万元建立红色村

史馆，自己担任村史馆馆长
和义务讲解员；启动侯营
镇“学党史国史”爱国主
义教育流动大课堂，广
泛开展红色文化教
育。自费 2 万多元
制作 108 块中国
革命史展板，没
有 宣 讲 任 务
时，他就用三
轮 车 拉 着 展 板
到侯营镇的各个
村庄去宣讲。

“聊城是革命老
区，侯营镇有 68 名烈
士。我们的烈士和敌人
进行殊死斗争，我们要是不
讲，这些东西大家就不会知
道。”怀揣着这样的崇高觉
悟，王忠祥带着他的展板走进校
园，通过室内课堂和流动展板相结合
的方式，为孩子们讲解党史里的红色
故事。

牢记初心使命 凝聚奋进力量

“我们在评选活动中采取群众自
评、村组推荐、村委会综合评定的方
式，以爱国守法、孝敬老人、家庭和
睦、邻里团结、群众口碑好等为标准
进行严格评选，在侯营村倡树文明新
风。”在今年年初开展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好婆婆、好媳妇、“最美”系列、模
范人物评选表扬活动中，王忠祥优化
评选表彰方式，为荣誉获得者或其家
人高规格送喜报、送锦旗，凝聚起乡
村德育的精神力量，助推乡村有效治
理。

王忠祥还创新宣讲方式，在侯营
村集市开展“集市宣讲”，用乡土语言
解读党的政策方针，让党的声音更加
接地气、聚人气、冒热气。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王忠祥始终
牢记初心使命，但经过无数个日日夜
夜的操劳，渐渐地，他的身体吃不消
了。2019年9月，王忠祥由于血压、血
糖等基础指标过高突然晕倒住院。

年纪不饶人。一直支持他却又担心
他身体的家人，都觉得这下老人可以
好好休息了。可躺在病床上的王忠
祥却和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嗯，得
加紧干了，再不努力以后就走不动
了！”出院后，身体稍稍康复的王忠祥
又回到他的“革命根据地”，骑上他的
电动三轮车，继续巡回宣讲。

2021年至今，王忠祥因身体不适
多次住院治疗，可每次稍稍好转便开
始忙碌，甚至住院期间也心心念念孩
子们、志愿者们。2022年3月，王忠祥
因病情恶化，在北京做手术。手术后，
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志愿服务队队长
宋春红交代工作。宋春红心疼得眼泪
止不住地流：“王老师，您放心养病吧，
我们会接过您的担子，让咱的红色事
业继续传承下去。”

“咱的党多好，咱的国多好，咱永
远跟着党走，用红色精神影响更多
人。”这是王忠祥经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王忠祥说到了，也做到了。如
今，王忠祥仍带病坚守在“五老志愿
者工作室”内。“希望能够继续发挥余
热，尽心尽力地为大家多讲讲故事，
多做些好事，这就是我最开心、最幸
福的事！”他深情地说。

爱讲党史的“故事爷爷”
——记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荣誉称号获得者、山东省红色宣讲团成员王忠祥

王忠祥在讲党史王忠祥在讲党史。。■■ 陈金路陈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