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先进事迹 

 

一、 助人为乐 

许月华，女，汉族，1956 年 10月生，中共党员，湖南省湘潭市福利院供养人员。  

  她 12岁时高位截瘫，两个小板凳是她行走的支撑；17岁时，她被送进了社

会福利院，开始了新的生活；现在，她是 130 多名孤残儿童的“妈妈”，撒播着

伟大的人间母爱。37 年来，她始终自强自立，乐观向上，热心助人。她的事迹

在网上热传，无数网民为之动容，亲切地称她“板凳妈妈”。  

   在福利院，许月华从没有休过节假日。有回她肾结石急性发作住院，刚出

院她就直接进了福利院幼儿宿舍，一工作就是 30多个小时。“我要把欠孩子们

的时间补回来。”护理班长心疼她：“月华，你这样下去会累死的。”许月华轻

轻一笑：“真这样累死，我乐意。我还留了几十块钱，就拜托你替每个孩子买件

衣服，算是我给他们的一个纪念。”  

  随着福利院收养的孤残婴幼儿不断增多，许月华抚育的“儿女”也越来越多，

最多时同时带着 15 个。为了方便，她让孩子们都睡在自己的床上。床铺太窄，

就不断加宽，最后加宽到了 5米，她那张大床成了一座小型幼儿园。白天，许月

华给他们喂奶，换尿布，陪他们玩，逗他们笑，常常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晚上，这个刚睡下那个又醒了，这个刚停止哭那个又扯开嗓子喊，许月华从没睡

过一个安稳觉。37年里，许月华带大了 138 个孤儿。一批孩子走了，又一批孩

子来了。这些不少都已成家立业，他们在填履历表时，在“母亲”一栏里，写的

都是一个共同的名字：许月华。  

许月华 2010年被人民网评为“十大责任公民”，2011年被中央电视台授予

全国“三农”人物奉献奖。 

 

二、诚实守信 

孙东林，男，汉族，1970年 12月生，武汉东方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湖北省“信义兄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1989 年，出生于农民家庭的孙东林与哥哥孙水林组建起一支建筑队伍，开

始在北京、河南等地承包建筑工程。20多年来，孙东林守信如金，不论是对承



包的工程，还是对农民工兄弟，都讲一个诚信，都讲一份责任。孙东林常说：“我

也是农民出身，农民工兄弟跟咱辛苦干了一年，还拖欠他们的工钱，怎么能说得

过去呢，明年谁还跟咱干呢？无论遇到多大困难，绝不能影响工程质量、绝不能

拖欠农民工兄弟一分钱。” 

20 多年来，像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正是凭着这种“讲诚信、重质量”的

坚持，孙东林参与了北京顺义区几乎所有重点工程的施工，而且个个都是样板工

程。2010年 2月 9日,为了抢在春节前将农民工的工资发放到位, 哥哥孙水林连

夜开车从天津赶回黄陂，却在南兰高速河南兰考段遭遇重大车祸，一家五口不幸

遇难。为替哥哥完成遗愿，孙东林带上事故车上的 26万元钱，驱车 15 小时返乡

替兄发放农民工工钱，钱不够发，孙东林毅然从自己的账户上取出 6.6 万元，仍

然不够发,70多岁的老母宋腊梅把自己的养老钱 1万多元拿了出来。由于孙水林

已经遇难，农民工的工资清单已不知去向，孙东林就根据农民工凭良心报出的钱

数，报多少给多少，终于赶在除夕前将 33.6万元钱足额发到 60余名农民工手中，

完成了感天动地的生死接力送薪义举。 

  孙东林的感人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各级组织和社会各界

纷纷表示支持和慰问，孙东林将社会各界捐赠的 33.4万元慰问金如数捐出，发

起设立了湖北省“信义兄弟”农民工帮扶基金会，帮助困难农民工。截至目前，

已接受各类捐赠 200 余万元。  

今年４月２５日，由孙东林担任董事长的湖北信义兄弟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举行揭牌仪式。孙东林向社会庄重承诺：注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决不拖欠工

人一分钱工资；注重打造名优精品工程，提供优质服务，决不搞偷工减料；签订

施工合同后，不搞欺诈、不拖延工期；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将积极参加社会各

项公益活动，并竭力为困难家庭的工人提供必要的帮助。 

社会各界也掀起了向孙东林及孙水林学习的热潮。孙东林说：“我只是做了

我应该做的事。我只是希望诚信的阳光能够洒遍每一个角落，照进所有人的心

里。” 

一诺千金。是你们，用宽广的心胸，标定了人间的公平；是你们，经历困苦，

信守承诺，显示了中华文明代代传承的善良天性！那就是，对待他人，将心比心；

对待自己，方正严明。 

 



三、敬业奉献 

邓前堆 

怒族，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拉马底村乡村医生。  

  28 年来，本着对救死扶伤信念的坚守，邓前堆冒着生命危险，通过一条 100

多米的溜索在怒江两岸往来，随叫随到出诊 5000多次，步行 60万多公里为村民

治伤疗病、防治传染病，用艰辛付出换来了百姓的健康，用十几年如一日的溜索

行医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自从担任拉马底村的乡村医生，邓前堆就牢记医务工作者的职责使命，情系

农村，心想村民，随叫随到，及时尽责。为给两岸村民看病，他的行医之路与过

江溜索紧紧联系在一起，随身形影不离带着一个药箱、一把溜梆这两件“宝物”。

他跑遍了乡村每一条小道，清楚知道每一户村民身体健康状况，谁患过哪种慢性

病，谁对哪些药物过敏，谁家有几个小孩，他的心中都装着一本明细账。他每天

在拉马底村卫生室坐诊，一旦接到病人的求助电话，即背上药箱、带上溜梆出发。

在当地村民的印象里，无论深夜白天，还是暴雨江水上涨，邓医生总会及时赶来

就诊，给病痛乡亲们带来安康，带来希望。邓前堆说：“过溜索再危险，走山路

再辛苦，只要乡亲们身体健康，也值得！”  

  在 28年的行医过程中，邓前堆谨记“服务乡亲、奉献家乡”的信念，对病

人倾注了满腔爱心，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他用傈僳语向村民宣传解释艾滋病、

结核病、疟疾等传染病的防制知识，注射疫苗，服预防药，随访，该村免疫规划

建卡率达 100%，接种率达 98%，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 90%以上，传染病防制工作

在这里落实到位。  

  超常的付出，邓前堆得到的却是微薄的报酬，过着清贫的生活。家里除了一

台过时的小电视、几件破旧的家具和一辆旧的自行车，别无他物。这些年先后有

3个人在拉马底村与邓前堆一道工作，但是由于工资低等诸多原因离开了乡村医

生工作岗位。而邓前堆为了做治病救人的医生，谢绝了当村干部，放弃了去外地

打工挣钱。邓前堆说：“我不干，这么贫穷的村寨，谁愿意来干医生呢？”邓前

堆手中有一大把无法兑现的欠帐条。这两年，收入微薄的他已经为乡亲们垫付了

1000多元医药费，但他并不认为是吃了亏。“只要手里宽裕，乡亲们是不会欠

我的。有时候没有钱，他们就给我送来鸡蛋、苞米什么的。如果他们不主动来还，



一定是太困难了。”他觉得自己得到了乡亲们的尊敬和信任，成为大家心目中的

自家人、可靠人，这比什么都重要。  

邓前堆的先进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国内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面对

这些，邓前堆很高兴，也很平静，他只有一个心愿，盼望着有一天村两端能架起

一座可以通汽车的大桥，无论乡亲们得了什么病都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外面大

医院救治。 

 

四、见义勇为 

7月，杭州，生死瞬间，一个平凡的女人创造了一个爱的奇迹——她不顾个人安危的

惊人一抱，挽救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她叫吴菊萍。人们称她是中国的“最美妈妈”。 

  人们感动着，感慨着，传播着，传递着，全世界都知道了吴菊萍救起小妞妞的故事。在

关于她的故事中，人们发现，有几个词反复出现：本能、普通、习惯性流露—— 

  吴菊萍说：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本能，是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情；我一直蛮普通的，真没

啥特别的。吴菊萍的丈夫说：她平时和今天所做的都只是这些善良的习惯性流露而已；菊萍

也不想大家把她称为英雄，因为她觉得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事情。吴菊萍的老师同事说：

她平时就是一个挺善良，挺有责任感的人；她伸手救妞妞，其实是这种本性的习惯性流露。

吴菊萍的乡亲们甚至说：我们身边英雄很多，有些人比菊萍救小孩还更英雄；菊萍就是这些

好人中的一个。 

  由此，更让我们思考的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人，做了自认为普通的事，却为何在全社会

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 

  其一，普通人的高尚行为更能体现纯洁的人性，更具震撼力量。如果接住妞妞的是超人

或蜘蛛侠，原本也不值得惊叹了。而吴菊萍是一个普通的妈妈，有一个 8个月大的儿子，她

却以生命的代价去托住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孩子。这种“本性的习惯性流露”，看似自然

又简单，其实最艰难，是一种经年的累积，如果不是长久以来的善良积淀，很难想象会有危

急时刻爱的爆发。 

  其二，“最美妈妈”做了别人或许想做但却未必会做的事，她的行为触动了人们心中共

有的善念。孟子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

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运于掌。”依此来看，现实社会中人们在需要帮助的人或事面前止步，确是“非不能

也，是不为也”。“最美妈妈”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照进人们心灵。她于平凡中孕育出人

性的光辉，激发了人们心底向善的力量。 



吴菊萍那关键时刻的一伸手，展现了人性的精彩。人们为这份精彩喝彩，这是向善社会

的一大进步。希望每一个普通或不普通的人都能记取这份精彩的传递，善待身边的人，用爱

交织身边的事。 

 

五、孝老爱亲 

孟佩杰，女，汉族，1991年 11月生，共青团员，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学

生。 

  孟佩杰 5岁那年，生父去世。迫于生活压力，母亲将她送给刘芳英夫妇收养。

1998年，养母刘芳英患上了椎管狭窄症。经过治疗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只能依

靠双拐勉强走路。一年后，养父无法忍受艰难的生活，悄悄离家出走，从此杳无

音讯。这一年，孟佩杰只有 8岁。 

  从那时起，孟佩杰便开始承担起照顾瘫痪养母的重担。北方的冬天要烧炉子，

孟佩杰每天早早起来给炉子添炭、掏灰。身子小，够不着灶台就站在小凳子上，

摔伤、烧伤已记不得多少次；为娘俩洗衣服、为养母擦洗身子，手冻得又红又肿，

膝盖不知磨破了几层皮；到市场上买菜，不认识葱姜蒜，她就按妈妈编着顺口溜

记：“圆圆的是蒜、长长的是葱，扁扁的豆角绿茵茵„„” 

  2007 年，孟佩杰初中毕业，刘芳英的病情却开始恶化，最终瘫痪并完全丧

失了自理能力。还未成年的孟佩杰主动选择了在临汾学院隰县基础部学习，就近

照顾养母。2009年，按照学校的安排，在隰县上完两年后，孟佩杰还必须到临

汾（总校）再接受 3 年教育。孟佩杰做出了令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带上母亲去

上学！ 

  为了及时照顾母亲，她在离学校最近的地方租了房屋，并向学校申请了走读。

孟佩杰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早上 6点，帮养母穿衣服，给她洗脸、梳

头，然后赶到学校上课。中午 12点下课后，又匆忙赶回家，做饭、喂饭，给母

亲擦洗身子、活动筋骨、敷药按摩、洗漱更衣、倒屎倒尿，换洗床单、被褥，下

午两点再赶回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后，她又匆匆赶回家中做晚饭、做家务，服侍

母亲睡觉。每天就这样奔波在课堂和出租屋之间。 

  养母久病卧床、大小便失禁，患上了褥疮，孟佩杰一天要帮其翻身擦身多次。

为防止褥疮扩散，每天放学回来她都要给养母洗衣服和床单。她还专门跑去向老

中医请教护理方法，天气暖和时，就抱母亲到窗前晒太阳。遇到母亲排便不畅时，



她就用纤细的手指，帮母亲一点点抠出那些又黑又硬的粪便。刚强的母亲瘫痪后

脾气也越来越大，孟佩杰就经常提醒自己，不能惹母亲生气，平日里功课再忙，

她都会抽出时间陪母亲聊天。懂事的孟佩杰从来不乱花钱，时刻惦记着家里卧床

的养母，对养母十几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任劳任怨，不离不弃。 

2009 年，临汾市委授予孟佩杰母女文明和谐家庭荣誉称号；2010 年，孟佩

杰成为临汾市年龄最小的十佳道德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