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坤，男 ，1986 年 10
月生，重庆市秀山县平凯
街 道 矮 坳 村 村 民 ，入 选
2023 年第三季度“重庆好
人 ”名 单（见 义 勇 为）。
2023 年 8 月 9 日 15 时许，
胡 坤 正 在 梅 江 河 岸 边 垂
钓 。 突 然 听 到 河 里 传 来
呼 救 声 ，他 立 即 扔 下 鱼
竿，毫不犹豫从 5 米多高
的堤坝上跳进河里，奋力
救 出 身 陷 漩 涡 中 的 孩 子
上 岸 。 在 自 己 已 疲 惫 不
堪的情况下，他再次跳入
水中营救孩子的母亲，最

终 成 功 救 起 溺 水 的 母 子
二人。

廖小辉，男，1980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重庆市潼
南区桂林街道东风社区综
治专干 、退役军人，入选
2023 年第三季度“重庆好
人”名单（见义勇为）。2023
年 6 月 17 日 16 时左右，廖
小辉在潼南区双江镇木井
村6组突闻一女孩求救声，
原来是小女孩的妈妈因身
体原因导致小车冲入鱼塘、
车身倒扣，妈妈、妹妹被困
车里危在旦夕。他没有丝
毫犹豫、立即以百米冲刺速
度奔向鱼塘，多次尝试最终
从后窗打开车门救出后排
的小女孩；随即，他又潜入
水中救妈妈，因妈妈昏迷又
被安全带卡在驾驶室，只好
反复潜入水中几经波折救
出妈妈，并及时采取急救措
施为医护人员抢救争取了
时间。最终成功挽救了落

水的母女二人。此外，他在
日常工作生活中，也处处体
现着英勇无畏的品格，先后
参 与 潼 南 2013 年“6.30”、
2018 年“7.12”、2023 年

“7.28”抗洪抢险，安全转移
群众400余人次；在2022年
夏季森林防火阻击战中，参
与山火扑救、物资转运等
20余次。

傅征金，男，1937 年 11
月生，重庆市开州区九龙
山 镇 仁 和 村 村 民 ，入 选
2023 年第三季度“重庆好
人”名单（助人为乐）。他
是一位年过八旬的退伍老
兵，鼓励和支持子孙后代
参军入伍。1988 年，他唯
一的儿子在中越边境自卫
反击战中牺牲，加上自己
又腿脚不便，此后每到农
忙时总有村民来帮忙。为
了回报乡邻，他利用自身
理发手艺为大家服务，甚
至拿出儿子的抚恤金帮助
乡邻，掏钱看望生病的乡
邻，资助村里上不起学的

学生；大力支持村里建设，
赞助村里修公路等公益事
业。截至目前，他先后捐
款超16万元。

崔建新，女，1953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原解放
军第 324 医院副院长，入
选 2023 年第三季度“重庆
好人”名单（助人为乐）。
崔 建 新 退 休 后 婉 拒 民 营
医疗机构高额年薪，继续
义 务 从 事 双 拥 共 建 工
作。2018 年，她倡导组建
全国首支“红岩医疗队”，
足迹遍布天南海北，在驰
援疫情防控、下乡巡诊义
诊 中 构 筑 起“ 健 康 防 火
墙”，累计为十万余名官
兵 群 众 提 供 健 康 诊 疗 。
2019 年，她参与建立重庆
市江北区退役军人“指导
员在线”工作平台，推动
退 役 军 人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进 一 步 落 地 生 根 。 2022
年，“崔妈工作室”成立，

大力弘扬红岩精神，打造
为 兵 服 务 新 模 式 。 多 年
来，她主动协助解决官兵
子 女 入 学 入 托 、转 业 安
置、化解家庭矛盾等问题
需求 2000 余件，被大家亲
切地称为“崔妈妈”。

邱昌兰，女，1964 年 6
月生，重庆市居安洁保洁
公司环卫工人，入选 2023
年第三季度“重庆好人”名
单（诚实守信）。2023 年 6
月 12 日 16 时许，邱昌兰像
往常一样，在江东街道群沱
子社区高石梯附近做清洁，
她意外捡到一个装有72000
多元现金的挎包。面对这
笔“意外之财”，她立马联
系社区书记，经多方寻找
最终将失物物归原主——
孤寡老人辛奶奶，这些钱
是辛奶奶近年来省吃俭用
积攒的唯一积蓄。邱昌兰

自身家庭本来就不好，但
面对“意外之财”不为所
动，受到乡邻一致好评。

张诗贵，男，1954年2月
生，重庆市云阳县盘龙街道
活龙社区居民，入选2023年
第三季度“重庆好人”名单
（诚实守信）。1980 年他担
任村民小组长，老组长因病
卸任放心不下村中几位孤
残老人，他答应老组长照顾
他们安享晚年；在村民院坝
会上，他拍着胸脯对着乡亲
们说：“大家有难事，请找我
小张”。他信守承诺，43 年
来一直坚守在山里，常年为
70 余户乡亲解决各种生活
难题，组建义工队带动60户
果农增收致富……他以一

件件细微善事、平凡小事感
染身边人，被称为“倔骨头”
的他，一诺千金的故事感动
着十里八村的乡亲。

黄帆，男，1982 年 8 月
生，中共党员，国网重庆市
南供电公司生产管控中心
电缆运检班班长，入选2023
年第三季度“重庆好人”名
单（敬业奉献）。黄帆同志
扎根一线供电抢修班组，全
心守护城市安全供电。重
庆抗洪48小时不休，鏖战三
个受灾区域实现“水退人进
电通”供电承诺；2021 年 7
月，连夜赶赴河南郑州暴雨
现场，连续奋战30余小时首
战抢险任务。自主研发5项
新型专利为居民快速供电；
反复巡查试验 2884 千米电
缆，持续治理电缆隐患提升
客户用电幸福指数；坚持夜
间零点检修设备保证客户
白天正常用电。22年来，他

累计完成5万多起故障抢修
任务和80余次急难险重任
务以及160余次重特大保电
任务，缩短停电时长10余万
小时，受益居民超过100 万
人次。其事迹先后被央视
新闻联播等媒体宣传报道。

彭柳升，男，1974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重庆市大
足区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
中心职员，入选 2023 年第
三季度“重庆好人”名单
（敬业奉献）。彭柳升出于
对石刻艺术的热爱，退伍
时主动转业到大足石刻研
究院当保安员，驻守荒郊
野岭14年。在守护“国宝”
安全的同时，他也被大足
石刻的魅力所折服，潜心
钻研石雕技艺十余载，复
刻作品多次获奖。此外，
他还积极学习钻研文物修
复保护技术，多次参与大

足石刻宝顶山千手观音、
石篆山摩崖造像等文物修
复工作。

安广池，男，1967年3月
生，山东省枣庄市农业农村
局三级研究员，2019年11月
至今受组织派遣在丰都县
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担任农
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入 选
2023 年第三季度“重庆好
人”名单（敬业奉献）。2020
年5月以来，安广池先后30
余次从山东赴丰都开展农
业科技扶贫协作，跑遍丰都
30 个乡镇（街道）的果树重
点村，深入果园开展技术指
导300 余次，举办各类培训
班30余场次，培训果农3000
余人次，培养技术骨干60余
人。2022年7月，他被长江
师范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2022年9月，他被西南大学
园艺园林学院聘为外聘教

授、被丰都县人民政府聘为
农业顾问。其事迹先后被
20 余家主流媒体大篇幅报
道。曾两次被重庆市农业
农村委授予东西协作支农
工作先进个人，2022年荣获
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向良付，男，1971 年 8
月生，重庆市巫山县抱龙镇
洛阳村综合服务专干兼群
防群测员，入选2023年第三
季度“重庆好人”名单（敬业
奉献）。2023 年 7 月 3 日凌
晨5点30分，向良付像往常
一样到桥边查看水情，突然
发现河水上涨了4米，距桥
面不足 1 米。他立即将险
情紧急报告给村支书，并带
领其他村干部挨家挨户叫
醒沿河居住村民，撤离至对
面高地。他亲自“敲响”离
河最近的三栋房屋，将屋内
8 名村民撤离到安全地带，
撤离不到1小时，房屋就被
洪水冲垮。同时河边居住

的 25 户 61 人全部完成撤
离，无一人伤亡。作为群测
群防员，他多次发现险情、
准确预警，有效保护了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袁真素，女，1982 年 12
月生，重庆市江津区中山镇
龙塘村村民，入选2023年第
三季度“重庆好人”名单（孝
老爱亲）。袁真素是奶奶从
坟堆“捡”来的孙女，被捡时
身体多处溃烂，奄奄一息，经
奶奶不放弃的救助，她终于
痊愈长大成人。为报答奶奶
的养育之恩，她在结婚时坚
决不嫁外地。婚后，为增加
家庭收入，在奶奶一再劝说
下，她才答应南下打工。
2012 年，101 岁的奶奶在家
摔倒导致腿骨骨折，很有可
能站不起来，她就辞职从潮
州返回家里照顾老人，经过
3 个月精心照料，奶奶奇迹

般的重新站起来了，从此她
留在家中尽心照顾奶奶。如
今奶奶 112 岁依然精神矍
铄，她用行动与爱诠释了

“孝”是精心的陪伴和照料。

蒋小芬，女，1973 年 5
月生，重庆市璧山区正兴
镇石院村村民，入选 2023
年第三季度“重庆好人”名
单（孝老爱亲）。2011 年，
蒋小芬的丈夫在下班途中
遭遇车祸不幸去世。面对
家庭变故，蒋小芬始终坚
强面对，独自承担起家中
重担，悉心照顾孩子和体
弱多病的婆婆。2013 年，
她“带着婆婆改嫁”，与现
任丈夫重组了新家庭，把
婆婆和丈夫的父亲照顾得
无微不至，始终履行一个
好媳妇、好母亲、好妻子的

责任和义务，十多年如一
日 的 坚 持 诠 释 了 孝 善 真
谛，感动了乡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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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人傅征金助贫济困六十载捐款16万元

“尽我所能去帮助别人，活着才有意义”
本报记者 谢国邦

“我马上就要出院了，你住院用钱的地方多，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10 月初，临江镇一家医院
的病房内，九龙山镇仁和村 86 岁的村民傅征金一
边和病友交流，一边将 500 元现金塞到病友的枕头
底下。

虽然他们本不相识，但给有困难的人捐钱，在傅
征金的生活里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尽我所能去帮助别人，活着才有意义。”为此，
傅征金坚持了一辈子。60 年来，他为当地的基础设
施建设、公益事业以及村民捐款超过 16 万元。

傅征金生于 1937 年 11 月，1959 年应征入伍。3
年后退伍回到仁和村，拜师学习理发。靠着务农和
理发的收入，他开启了自己助贫济困的一生。2023
年，傅征金荣获“重庆好人”称号。

知恩图报

对于儿时的生活状况，年过八旬的傅征金依然
能回忆起来。他出生在旧社会，从小就在地主家里
当长工，很少能吃上一顿饱饭。

傅征金印象很深的就是在他 8 岁时，因为吃不饱
饭，浑身无力，在山上割草喂牛时动作缓慢，被管家
毒打了一顿。“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吃饱饭。”
傅征金说。

新中国成立后，傅征金吃饱饭的梦想得以实
现。他知道是中国共产党解救了和他一样的劳苦大
众，于是在心中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
走。

傅征金 23 岁时响应号召，投身军营，献身国防。
部队的培养和锻炼，很快让他成长起来，立志要做一
个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人。

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在青年时的傅征金心中烙
下深深的印记。

保家卫国

傅征金养育了五个孩子，四个女儿，一个儿子。
他唯一的儿子走上战场就再也没有回来。

1987 年，当时年仅 18 岁的傅春雪受父亲傅征金
保家卫国思想的影响，主动应征入伍。

傅征金在书信中总是告诫儿子要听党指挥、服
从命令、不怕牺牲，从严要求自己，努力做一名优秀
的人民子弟兵。

1988 年，傅春雪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4.28”
抗敌反扑作战中，傅春雪英勇顽强，连续作战 10 多个
小时，所在连队击退敌人多次反扑，守住了阵地。后
来，傅春雪在一次作战中因严重烧伤，经抢救无效而
牺牲。

拿着“烈士证明书”和三等功勋章，傅征金抱头
痛哭。擦干眼泪后，他说：“虽然儿子牺牲了，但我不
后悔支持他去当兵。他是为了保卫国家而牺牲的，
我觉得无上光荣。”

保家卫国大于天，傅征金和妻子化悲痛为力量，

教育后辈要爱党爱国，先后把四个外孙也培养进了
军队。

善小亦为

傅征金退伍后就开始学理发，心灵手巧的他很
快就学成出师，从那时起，他就时常免费为村民们理
发。

后来，傅征金因腿脚不便，干农活很吃力，加上
儿子又在战场上牺牲了，一到农忙时，他便有些力不
从心。好在周围的村民经常主动到傅征金家帮忙，
这就更加坚定傅征金回报乡邻的初心。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傅征金要为大家免费
理发，周围的村民却不答应。大家都知道，都是农村
人，如果免费理发，他怎么养育四个女儿长大成人。
于是当市场上理一次发收 1 毛钱时，傅征金只收 5 分
钱。虽然收入微薄，他却舍不得花，悄悄积攒下来捐
给最需要的人。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只要傅征金听说周围
哪家有人生病住院缺钱了，他常会主动送钱去。那
个时代，虽然送去的只有五块十块钱，却常能帮别人
解决很大的困难。

小善大爱

经常给别人捐钱，或许你会以为傅征金收入颇
丰。事实上，傅征金和老伴虽种了少量的田地，但家
里的经济收入主要是于儿子的抚恤金和他微薄的理
发收入。

如果不把钱捐给有困难的人，傅征金夫妇本可
以在当地生活得很好。现实却是，老两口仍坚持住
在老旧的土坯房里，当地党委、政府要出钱为其修缮
房屋，傅征金却坚持让把钱用在其他最急需的事情
上。

傅征金和老伴节俭一生，住土坯房，吃自己种出
的蔬菜瓜果，只用极少的钱买一些生活必需品。

傅征金这一辈子到底帮助过多少人，他自己也
记不清楚。他说：“帮助别人，没想过要图回报，也没
刻意记下别人的名字。”

“他心善，坚持做了一辈子好事，不管村里村外、
认识不认识的人，他都会帮。”仁和村党支部书记邱
公胜说，他从小就记得，傅征金一直给有困难的村民
捐钱，坚持了一辈子。

2011 年，仁和村修路，傅征金捐款 4万元。
2015 年，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傅征金捐款 1.4

万元购置音响设备。
前不久，邱公胜凭傅征金的回忆，整理了近两三

年的捐款名单和金额，共捐助了 20 多人，捐款金额超
过 8000 元。

“虽然老人记不清楚了，但我们粗略统计了一
下，截至目前，他捐出的钱超过了 16 万元。”邱公胜
说。

如今傅征金年岁已高，腿脚更加不便，但他依旧
守着家里的理发摊位，他要尽己所能，为村民多做一
些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