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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初，市委文明办评选出了第二届商洛“最
美民政人”，王育苗等 10人获得“最美民政人”称号。

近期，记者采访了其中四位获奖者，聆听了他们令人
感动的先进事迹。

“夕阳红”的守护者

2020 年 1 月 18 日，第 24 届冬季奥运会开幕式主会场
的大屏幕上播放的系列视频中，一名中年女同志带领一群
老人做游戏的温馨画面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其中的中年女
同志就是洛南县灵口区域敬老院院长王育苗。

自 2013 年任灵口区域敬老院院长以来，王育苗尽心
尽力呵护着院内每位老人，也融化了院里每位老人的心。

2019 年 10 月，她为院内两对行动不便的老人举行了
婚礼，解决了特困老人的生活情感难题，收到多面锦旗。
新华社、人民网、人民摄影报、中国公益网、光明网、中国青
年网等 20 多家新闻媒体对此进行宣传报道，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赞誉。她与老人们的生活照在新华社客户端
西安市北大街融媒体大屏上滚动播放。2020 年 1 月 18
日，王育苗同敬老院老人在一起做游戏的照片被新华社选
为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上“致敬人民”环节的播放照片，
展示了老人们温暖幸福的晚年生活。

呵护老人，就是呵护自己的未来。刚过不惑之年的王
育苗就干着这样了不起的工作。但她认为，自己只不过做
了养老工作者最普通而平凡的工作。她说：“敬老工作干
得时间长了，大家像家人一样。除了一个月休 4 天假，我
其他时间都待在院里。偶尔老人被家属接走，我自己反倒
不习惯了……”

王育苗十年如一日，用爱心、善心、孝心对待院中每位
老人，尽其所能地为院里老人做好事办实事。她把敬老院

当成自己的家，把自己当作老人的儿女，像孝敬父母、长辈
一样对待院里的老人，细心观察老人的需求，贴心为老人
服务。坚持为老人购买换季衣服、床上用品，夏季防暑降
温、冬季防冻保暖。她为每位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做到小
病不出院，大病有专人陪护到医院，每年为老人进行一两
次全面体检。

护理是爱心、科学和艺术的结合。王育苗始终以“感
老人恩、养老人身、急老人想、宽老人心”为宗旨，勤勤恳
恳，任劳任怨，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以宽厚仁爱的心挑起

“特殊家庭”的重担，似一束阳光温暖老人的心灵，守护着
老人温馨的家园。

“商山红莲”的继承人

和王育苗一样，同为敬老院院长的刘继民在养老这个
行业一干就是 35 年。从风华正茂的“小刘”到老骥伏枥的

“老刘”，今年57岁的他的头发多了一丝花白，脸庞增添了许
多岁月的痕迹。从最初的一片荒地到如今整洁明亮宽敞的
花园式敬老院，他熟知这里的一草一木，见过这里无数个黎
明黄昏。他为之付出的心血，无法简单用时间来衡量。

1988 年 ，刘 继 民 为 协 助 被 誉 为“ 商 山 红 莲 ”的 母
亲——徐升莲打理好当时的大峪敬老院，毅然辞掉安逸的
工作，带领家人一头扎进了敬老院，这一干就是 35年。

从事养老事业以来，他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使敬老院
规模不断发展壮大。2011年，刘继民被丹凤县民政局任命
为中心敬老院院长后，为了提供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服务，
他加强学习，完善院内各项管理制度，开展各类娱乐活动，
重视老人心理慰藉，维护老人合法权益，不断提升全院服务
能力和管理水平。

虽然刘继民已年过半百，但干劲儿一如从前，让老人

们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始终是他最关心、最在乎的事。
2022 年 8 月 7 日晚，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刘继民正在

逐房巡回，看到老人和护理人员都已安然入睡。突然，他
听到大门对面的山坡上响动异常，立即通知管理和护理人
员回归岗位，随时待命。因院舍建设年代较早，门前大道
经过几次修建路面抬高，院舍地势低洼，对面山坡上的水
携带树枝树叶和泥沙瞬间扑向路面，涌进大门窜入院子，
院内积水水位不断上升。他立即安排护理人员叫醒所有
老人，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穿好衣服，坐上轮椅，做好随时
转移的准备。他带领年轻力壮的服务人员冲进雨中扒通
排水口，经过数小时的抢修，疏通排水道，随着雨势逐渐变
小，最终化险为夷。第一波险情过后，他安排大家去休息，
自己则继续留守查看，通宵未眠。第二天清早，他又拖着
疲惫的身子，带领全院服务人员及时清理院内杂物和淤
泥，请建筑工人及时修复大门外围墙，装好砂石袋，以备急
需。刘继民是懂得老人们的心思的。院内有一名老人患
老年痴呆症，行为不受意识控制，经常拄着拐杖向外跑。
为了使老人安心居住下来，刘继民就把他请到办公室，为
他泡上热茶，边办公边和老人聊一些感兴趣的话题，与他
建立感情。他还忙里偷闲，开车把老人带到棣花古镇景
区、保定游乐场，甚至竹林关桃花谷转一转、看一看，让老
人散散心，保持愉悦的心情，逐渐适应敬老院的生活。他
还多方筹资，在院内建立老年活动室、健身场所，添置图
书，订阅报刊，增添象棋、跳棋、扑克等娱乐设施，丰富老人
文体生活，增添老人生活情趣。他极力倡导护理人员多与
老人沟通，带头和老年人交朋友，及时了解院内老人心理
动态，排解老人心理所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刘继民如今也即将迈向老年，
但他依然是养老院老人们的“孝子”，依然会拿老人当父
母、当兄弟姐妹，悉心照料他们吃、穿、住、医，为他们养老

送终。
漫长的 35 年中，刘继民有过许多艰难的时刻，但他记

下的更多是美好，是蜜糖一般甜蜜、春风一般温暖的亲情，
这亲情不靠血缘维系，靠的是彼此的心。

刘继民说，敬老院是一个大家庭，他希望所有的老人
在敬老院里都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让他们在敬老院同样
享受到天伦之乐。

基层工作的“顶梁柱”

基层民政工作最是繁杂。这一点，商南县民政局基层
政权和社区治理股股长朱栋深有体会。今年 42 岁的朱栋
已从事民政工作 18 年，他先后在商南民政局机关办公室、
殡葬管理股、地名区划股和基层政权、社区治理股任职。
他在平凡的岗位上，用爱心打动人心，用行动筑起民生屏
障，以优秀的业务素质、严谨的工作作风赢得了领导同事
的肯定，用自己的真诚和爱心深深感动着群众。

2023 年股室轮岗，朱栋担任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
区治理股股长，而商南县作为“五社联动”试点县，这对
他来说是一项新的挑战。他不畏艰难，发挥自身特点和
优势，运用“1+10+X”模式搭建县域社会工作平台，聚焦

“一老一小一困”特殊群体，坚持“弱势优先，保障专业，
服务民生”的原则，为辖区内的困难家庭、独居老人、困
境儿童等困难弱势群体以及其他有需要的群体提供专
业社会工作服务，有效发挥专业社会工作在保障和改善
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切实提升为
民服务“实战”能力。

“做基层民政工作，每天面对的大多都是困难群众，日
常经手的也都是些琐碎小事，但这些小事却关乎无数个困
难家庭的冷暖安危，对他们来说却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

朱栋说。
家住东兴移民小区的8岁小女

孩珍珍，其母亲在她一岁的时候去
世了，父亲有轻微智障，无劳动能
力，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每月
的低保金和公益性岗位补贴，父女
俩居住的房子是国家为重点监测户
安置的保障住房，珍珍为此感到有
些自卑，不愿和同龄小朋友玩，性格
孤僻、内向。朱栋了解到珍珍的情
况后，随即联系了几名房屋设计工
人对他们现居住的房间进行规划布
局，把客厅的一角改造成了一间小
卧室，并为其添置了床和学习桌椅，
把墙面也装饰成小女孩喜欢的颜色
和图案。珍珍有了自己梦想中的房
间，愿意和人交流了，学习成绩也提
高了不少。为了弥补珍珍的情感缺
失，朱栋联系到几名专业女性社工
和志愿者，定期上门和珍珍进行情
感交流，珍珍性格慢慢变得开朗了，
渐渐愿意和同龄小朋友玩，个人卫
生得到了改善，学习成绩提高了，缺
失的情感也慢慢得到了满足。

前后历时 4 年，朱栋全程主
导参与商南县第二次全国地名普
查工作，宣传发动、组织培训、业
务指导、数据录入、系统核对、档
案制作，最终顺利通过国家和省、
市验收。

从事民政工作 18 年以来，朱
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心
扑在基层民政一线，用实际行动
谱 写 着 一 曲 为 民 服 务 的 动 人 之
歌。他是不知疲倦的马，驮着忠
诚 ，奋 蹄 在 每 一 个 平 凡 的 日 子 。
他用最真挚的付出，成了基层民
政工作的顶梁柱。

困难群众的“避风港”

“民政人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为群众排忧解难。”这句话说得容
易，做到却不容易。和朱栋一样将
这句话始终牢记在心的民政人是
山阳县民政局副局长张建平。

“进入这个行业已经 30 个年
头了！”张建平掩饰不住地自豪。

30 年以来，无论在哪个岗位、
担任何种职务，他都兢兢业业、全
心奉献，用一份执着的坚守，叙写
了自己为民爱民的民政情怀。

1994 年，师范毕业已任教 4
年的张建平机缘巧合被调到山阳
县民政局，开启了他的民政生涯。
那一年，他 23 岁。初到民政局，他
凭着勤快好学，很快熟悉了业务，
组织上又一次次压担子，让他解难
题，使他迅速成长为业务骨干，成
为民政工作的行家里手。

这个过程的辛苦不言而喻，
而其中的喜悦也总是不期而至，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深
深地爱上了民政工作。2004 年，
他因工作表现突出、成绩优异被
县委提拔任命为山阳县民政局副
局长。从排头兵到主先锋，角色
的转变没有改变他务实的作风，
他全身心投入每一项工作，从不
叫苦叫累。基层政权建设，4 次乡
镇 机 构 改 革 、村 级 撤 并 、村 改 社
区、6 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他是行
家里手；地名区划、社团和社会组
织登记、殡葬改革，他一马当先；
勘界工作跑遍了 1000 多公里的
边界线，每一处都留下了他和同
事们的汗水和足迹。

30 年来，张建平的心里始终装有一本账，全县特困
对象状况、城乡低保对象分布、独居老人的生活现状，脱
贫监测户“两不愁三保障”等关乎困难群众的信息，他都
心中有数。

2003 年冬，拉运南京捐赠物资的运输车队在秦岭山
路出现故障，负责接收的他和大车司机坚守了两天两夜。
他说，不管多苦多累，每一件捐赠物资都要送到困难群众
的手中，心里才踏实。

2015 年 8 月，山阳县发生“8·12”特大山体滑坡灾害，
他冲在一线全力做好物资保障、善后处理等工作。脱贫攻
坚期间，他充分整合住建、教育、卫健等部门的配套政策，
把“应保尽保”“应兜尽兜”落到实处，全县 3.5 万多人纳入
兜底保障对象，做到了全覆盖、无差错。山阳县西照川镇

碾子坪村因公致残的 73 岁老人张恩荣逢人就说：“是民政
局的张建平给我落实生活补助、安装假肢，如果不是他，我
坟头上的树都长好粗了。”

从事民政工作 30 年，张建平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
壮举，做的只是一件件平凡的小事，但他始终怀着对民政
服务对象的无私情怀，以脚踏实地的行动，忠诚履行着基
层民政干部的神圣职责。当看到残疾人得到救助，孤老有
所依托，流浪乞讨人员回归家庭的时候，他就觉得苦得其
所，累得其所，他的人生价值也在这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得
到体现和升华。

不光他们四人，作为我市基层民政干部职工的杰出代
表，“最美民政人”用他们的大爱情怀、无私奉献、温情呵
护，默默践行着民政人的初心使命，诠释着“民政为民 民
政爱民”的深刻含义。

民 政 战 线 追 梦 人
本报记者 巩琳璐

他们有的是困境儿童的守护者，有的是居民婚姻的见证人，有的是逝者尊严

的维护者。他们用一片真情相伴夕阳红，帮助流浪人员踏上回家的路，穿梭在社

区巷落纾民困、解民忧，用慈爱之心回馈社会，汇聚起爱的暖流……他们的身份

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民政人。

2023年8月的一天，刘继民（右）与
院内老人拉家常，给予老人心灵慰藉。

2023年12月25日，工作中
的朱栋（右）。

2023年12月26日，张建平（右）
到困难群众家中了解情况。

20202020年年11月月1818日日，，王育苗和老人们一起做游戏的画面王育苗和老人们一起做游戏的画面，，被放到第被放到第2424届冬季奥运会开幕式主会场的大屏幕上播放届冬季奥运会开幕式主会场的大屏幕上播放。。

2020年1月8日，王育苗（左）在食堂为老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