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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

引子
“好人”，简简单单的两个字，《现代汉语

词典》的解释很质朴：品行好的人；先进的

人。

若是从纸面上站起来，从一种称谓里对

应一个个具体的人，“好人”这个词，却重若

千钧，充溢着强大、深情的力量。

点亮公益、用爱温暖一座城的文兰英；

带着公公出嫁 、用孝心谱写人间真情的黄

英；坚守生死约定 40 载、替战友侍奉双亲的

老兵周瑞林；握紧“初心”接力棒 、当好“红

色 ”传 承 人 的 甘 公 荣 ；一 句“ 橙 ”诺 一 生 守

“根”、为赣南引进第一棵脐橙树的袁守根；

危急关头舍身救援的人民子弟兵王亮 、王

敏；还有唐才英、张佳港、陈锁生、张包春、谢

远泰、简海华、邓希平、石武荪……

他 们 不 是 盖 世 英 雄 ，但 他 们 平 凡 而 伟

大，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

国好人”！

在中央文明办发布的 2022 年度“中国好

人榜”上，江西再度引人注目：共有 33 组 39
人名列其中，上榜人数位居全国第二。而自

“中国好人榜”推选以来，截至目前，赣鄱大

地上已有 1070 人榜上有名，平均每 5 万名江

西人中，就有一位“中国好人”。

一个好人就是一面旗帜，他们以平凡善

举传递真善美，以躬身践行凝聚起向上向善

的力量。他们如灯塔、烛光，照亮了世道人

心，燃起了文明的火炬，抒写着感人肺腑的

爱的传奇。

●爱出者爱返
6 月 8 日，高考第二天，江西多地突遭暴

雨袭击。萍乡湘东中学考点，上午 8 时，就有

不少考生冒着滂沱大雨，来到考点外等候。

很少有人注意到，雨中有个穿着蓝色小

马甲、身形娇小的女孩。她举着一把大伞，

看到送考车停下来，就迎上前去，把考生护

送 到 校 门 口 ，半 个 小 时 里 ，往 往 返 返 数 十

次。小女孩全身早已湿透，额前的刘海，在

雨水的冲刷下，时常蒙住她的眼睛，而她抬

手拂开发梢的瞬间 ，可以看见她清亮的眼

神、灿烂的笑容。

她叫周嘉译，今年 18 岁，是萍乡市麻山

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也是萍乡市牵手爱心

志愿者协会（以下简称“牵手爱心协会”）的

一名志愿者。像这样的公益护考行动，“牵

手爱心协会”已经坚持了十多年。

说起周嘉译，当天也在高考现场爱心护

考的“牵手爱心协会”发起人兼会长、“中国

好人”（2019 年度）、党的二十大代表文兰英，

竖着大拇指不住地夸奖。

她们之间，有着一段因爱而生的不解之

缘。

用命运多舛、人世艰辛来形容周嘉译，

一点也不为过。尚未出生 ，父亲便车祸身

亡 ；刚满月，母亲就远嫁他乡，从此杳无音

信。两三岁时，爷爷和奶奶又相继病逝。周

嘉译只好跟着年迈体弱的曾祖父母及鳏居

的三爷爷一起生活。

11 年前，在一次下乡走访过程中，文兰

英偶然听说了小嘉译的情况，对她的处境非

常同情，当即就赶到小嘉译的家中。文兰英

是个心底无比柔软的人 ，看着无助的小嘉

译，她的眼里充盈着心疼的泪水，一把把她

抱在怀里。这一抱，便让两颗陌生的心紧紧

地贴在了一起。

此后，十多年如一日，无论在生活、学习

上 ，文兰英都给予了小嘉译无微不至的关

怀、帮助，爱心助学金、青春期陪伴、心理疏

导、精神与人格的塑造……她以一位母亲甚

至胜于母亲的循循善诱与倾心付出，让小嘉

译在充满爱的环境下茁壮成长。

如今，已上高二年级的嘉译生活得很快

乐。文兰英时常告诉嘉译：“无论多么困难，

只要积极向上，永不放弃，就一定有好的回

报。”一路走来，嘉译在文兰英等好心人的陪

伴下，健康成长。她成绩优秀，乐于助人，先

后荣获 2017 年江西省“美德少年”、萍乡市

“十佳美德少年”、2018 年度江西省“新时代

好少年”等荣誉。

2013 年，在原萍乡湘东区地税局工作的

文兰英，自筹经费成立萍乡市牵手爱心志愿

者协会，先后发展会员 5000 多人，打造了“牵

手爱心”助学、“常回家看看”敬老、“牵手爱

心家园”助残、儿童意外伤害干预等八大品

牌项目，开展各项公益活动 4900 多次，志愿

服务累计时长超过 56 万小时，帮扶贫困学

生、留守老人、残障人士 2 万多人次，孵化出

江西、湖南等地 6 支公益组织，成为江西最具

影响力的公益组织之一。

刘伏香跟随文兰英从事公益志愿服务

多年，她感慨道：“文会长时常告诉我们，要

从平凡中做出伟大，她做到了这一点，我们

也从她身上学到了这一点。”

文兰英身上的荣誉很多，“全国三八红

旗 手 ”“ 江 西 省 爱 心 妈 妈 ”“ 党 的 二 十 大 代

表”……这些光环，无一不是对她助人为乐

的褒奖，无一不是对她无私奉献的致敬！

爱出者爱返。文兰英和周嘉译是这样

做的，宜春市铜鼓县带着公公出嫁的好儿媳

黄英，同样用爱谱写着人间真情。

今年 45 岁的黄英，是铜鼓县永宁镇的居

民。初夏时分 ，走进黄英简朴却又温馨的

家，看到她正在为 85 岁高龄的前公公章汉龙

修剪指甲。她现在的丈夫周建兴，一个憨厚

淳朴的汉子，守候在旁，不时端茶送水。

2014 年，黄英的丈夫因车祸身亡，当时

黄英 36 岁，丈夫留给黄英的除了一个身患多

种疾病的 76 岁老父亲，以及 6 岁的女儿、2 岁

的儿子外，别无他物。

为了撑起这个家，黄英找了几份兼职，

用微薄的收入负担起全家 4 口人的生活。黄

英对公公和两个年幼孩子的悉心照顾，让失

去独子的章汉龙仍然有依靠。

有人给黄英做媒，黄英说：“我有一个条

件，必须带着一双儿女和前公公出嫁，我要

给他养老送终。”

有的人听到黄英这个条件，马上就望而

却步了。好心的林阿姨将离异的周建兴介

绍给了黄英。两人交往两年后，周建兴鼓起

勇气向黄英求婚，并承诺：我愿意和你一起，

一辈子照顾好老人和孩子。

听到周建兴要跟一个“拖”着前公公和

两个孩子的女人结婚，亲朋好友都说他脑子

被驴踢了。周建兴不争辩，一笑了之。

2016 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两人一起

走进了铜鼓县民政局进行婚姻登记。结婚

后，他们在县城郊区买了一套二手房作为栖

身之所。来自三个家庭的六口人，其乐融融

地生活在一起。

2017年夏天，章汉龙突发脑梗住院，黄英

夫妻放下手头的工作，到医院全天候陪护了

半个多月。2019 年 4 月，章汉龙做前列腺切

除手术，夫妻俩又悉心照料。去年章汉龙确

诊心脏衰竭，夫妇俩又在医院照顾了一个月。

如今，老人身体恢复得很好。说到黄英

夫妇，老人眼含热泪：“他们比我的亲生儿女

还要亲哩！”

2022 年，黄英被授予孝老爱亲“中国好

人”称号。

点 开 黄 英 的 微 信 朋 友 圈 ，在 她 的 昵 称

“我要稳稳的幸福”下方，一个短视频把我们

深深打动：灿烂的阳光下，黄英和爱人周建

兴及儿女们 ，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章汉龙老

人，正在铜鼓广场散步。他们的脸上，洋溢

着幸福温馨的笑容。

●一生的承诺
在九江共青城，一个老兵坚守“生死约

定”40 余载、为牺牲战友千里尽孝的故事，传

遍了大街小巷。

老兵叫周瑞林，共青城驻东莞办事处一

名普通退休干部。而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

却一点也不普通。

走进共青城市青城花苑小区周瑞林家，

进门玄关处的博古架上，一幅黑白照片吸引

了我们的视线。那是一个身着军装、手握钢

枪、英姿勃发的战士，背景是南方的热带丛

林。照片上有一行小字：一九七九年二月对

越自卫反击战战前留影。

站在我们身旁、今年 65 岁的周瑞林，深

情地注视着照片上的自己，仿佛回到了 45 年

前。

1978 年 3 月，20 岁的周瑞林应征入伍。

次年 1 月，被抽调到广西前线的增援作战部

队。一下连队，周瑞林就与广东东莞籍的麦

锡辉分在一个战斗小组。他们同一年出生，

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战场上，生死只在一

瞬间。周瑞林与麦锡辉相约写下了生死承

诺：“咱俩无论谁在战场上牺牲了，都要把对

方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像亲儿子一样养

老送终。”

不久后，部队接到命令，连夜执行穿插

作战任务。谁知，在一场战斗中，他突围出

来后，却没有看到麦锡辉，四处寻找无着，两

人彻底失去了联系。虽然装着生死承诺纸

条的背包在战斗中丢了，但那份承诺，早已

深深刻在周瑞林心中。

从战场回来后，周瑞林转业回地方，仍然

四处打听麦锡辉的消息，一直无果。2007年，

他到广西出差，顺便到靖西烈士陵园祭拜牺

牲的战友。在烈士墓碑上，周瑞林陡然看到

了那个让他心心念念的名字——麦锡辉。几

经周折，他终于找到了麦锡辉家人的信息。

2008 年国庆假期，周瑞林赴东莞看望麦

锡辉的父母。当走进麦锡辉家，见到二老，

他双膝一跪，失声痛哭道：“爸、妈，儿子来晚

了，早就应该替锡辉来孝敬二老了呀……”

2009 年，周瑞林赶往东莞同麦锡辉父母

一起过春节。麦锡辉母亲感慨道：“要是锡

辉没有走，还在我们身边，该有多好啊！”说

者无心，听者有意。老人的话深深地敲击着

周瑞林的心，他来不及和家人商量，做了一

个重大决定：兑现生死承诺。

当年 3 月，周瑞林毅然辞去人人羡慕的

检察官职务，调往共青城驻东莞办事处当联

络员。就这样 ，他住到了麦锡辉父母的身

边。此后的 11 年里，他视二老为自己的父

母，像亲儿子一样陪伴照顾着老人。

2016 年初，麦锡辉 87 岁的父亲去世，周

瑞林以麦家长子的身份操办了丧礼。麦锡辉

的母亲已然离不开这个“儿子”，每当周瑞林

要出差，她都千叮万嘱。后来，周瑞林还把妻

子和儿子接到了东莞，两家人亲如一家。

2020 年底，疫情肆虐，麦锡辉年迈的母

亲住进了医院。不久后老人病逝，周瑞林悲

痛万分，安葬了老人。

站 在 老 人 墓 前 ，周 瑞 林 深 深 地 鞠 了 一

躬，说：“老妈，我完成了对锡辉的承诺，现在

我也老了，要回江西老家了，我还会来看您

的，您老人家安息吧！”

一句生死承诺，坚守40多年，其间的情深

义重，感天动地。共青城市关工委主任黄林根

知晓了周瑞林的故事，把他的事迹写进了文章

里。2022年，周瑞林获得“中国好人”称号。

江西这方神奇的土地上，信守承诺的故

事，从来就不鲜见。

82 岁的袁守根，这位为赣南引进第一棵

脐橙树的老人，同样为一句“橙”诺，付出了

一生的坚守。

袁守根，赣州市信丰县人大退休干部。

1970 年，29 岁的他，从湖南带回了 200 株当

地试种没有成功的美国华盛顿脐橙苗，开始

了艰难的“洋橙华种”之路。

这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袁守

根为每株苗编号，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照顾，

饭点时，他会捧着碗，边吃饭边看着它们；半

夜醒来，他会从屋里“溜”出去，和它们说说

话。日复一日的痴守，到了第三年，奇迹出

现，200 株苗存活了 156 株并成功挂果，次年

收获橙子 200 公斤。1976 年，袁守根种植的

脐橙惊艳广交会，在香港卖出“天价”。赣南

脐橙很快走红全国。

20 世纪 90 年代，赣州正式确立以脐橙为

主的果业发展战略。袁守根果断站出来，带

头发展脐橙生产。起初，很多农民不了解脐

橙的好处，袁守根绞尽脑汁想出“三棵脐橙

树，相当一头猪”的类比，道明了种脐橙的远

景效益，带着大伙放开手脚干。

2001 年，袁守根退休了，本可以安心享

清福，可他却还是常常往果园跑，给果农当

免费的技术顾问。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守根一生的奉献

与执念，换来了赣南脐橙今天的无限风光。

如今，赣南脐橙种植面积达 178 万亩，年产量

140 万吨，品牌价值 686 亿元，带动了赣南革

命老区 100多万人致富增收。

提起袁守根，每个果农都会发自肺腑地

感谢——有什么比摆脱贫困、改写命运更重

要？从 29 岁到 82 岁，袁守根的“橙”诺，从不

曾改变。因贡献突出，袁守根获得了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22
年度“中国好人”等称号。

●善举如虹 传承不息
6 月的井冈山，山花烂漫，林海苍茫。在

青松翠竹的掩映下，一条宽敞平整的盘山公

路，在群山中蜿蜒起伏。

这一条路，对甘公荣来说，再熟悉不过

了。

2011 年 ，甘 公 荣 应 井 冈 山 干 部 学 院 邀

请，开始定期为来自全国的学员宣讲甘祖昌

将军的先进事迹。从莲花县到井冈山干部

学院，山路崎岖、弯多路窄，对于晕车的甘公

荣来说，一路的行程殊为不易，而十多年来，

来来回回走了多少趟，她早已记不清了。

今年 64 岁的甘公荣，是“将军农民”甘祖

昌和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2013 年度“中国

好人”）的三女儿。几十年来，她时刻牢记父

亲的嘱托，在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把握

紧“初心”接力棒、当好“红色”传承人，作为

自己的追求和信仰，以身躬行，薪火相传，将

父母“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的精神火种播撒

在人们心间。

身为两位楷模的女儿，甘公荣深受父辈

影响。初中毕业时，尽管她的成绩超过了高

中录取分数线，但由于上学的指标有限，她把

机会让给了别人，选择在家当农民。她先后

当过生产队妇女队长、县电影队工人、县工商

银行储蓄员，不论在哪个岗位，她都是扎扎实

实挑担子、勤勤恳恳干工作，从未有怨言。

父亲逝世后，母亲龚全珍长期与甘公荣

生活在一起。在照顾母亲生活起居的同时，

甘公荣也成了母亲的助手。很长一段时间，

甘公荣白天陪着母亲去学校、农村、社区宣

讲革命传统，晚上帮母亲整理资料、笔记。

渐渐地，甘公荣接过了接力棒，也成了一名

优秀的红色宣讲员。

十多年来，甘公荣为干部群众授课近千

场。莲花县成立甘祖昌干部学院后，甘公荣

更忙了，经常受邀为学员讲述父母的故事。

她还是“赣鄱红色娘子军”的骨干宣讲员之

一，通过线上线下公益宣讲，覆盖受众 800 余

万人次。她真挚朴实而又生动感人的宣讲

方式，让众多党员干部记忆尤深。

甘公荣不仅身体力行传承红色基因，还

把公益事业当作人生的另一件大事。2013
年，龚全珍爱心基金会成立，甘公荣便帮着

妈妈负责基金会的管理。正是在她的引领

下，基金会逐渐发展壮大，募集资金 179 万余

元，至今已支出 140万元，惠及群众上百人。

此外，甘公荣还牵头成立了莲花县巾帼

志愿者协会，发展志愿者近千人，她本人参

与志愿服务时长近 8000 个小时，带动家人捐

款捐物近 15万元。

“父亲说过，‘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摆

老红军的架子’，母亲也常把‘帮助别人快乐

自己’这句话挂在嘴边，这是我们家的传家

宝。”甘公荣说。

因贡献突出，甘公荣获得了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最美巾帼奋斗者等荣誉。几十年

来，她时刻牢记父母的嘱托，以一份返璞归

真的赤子情怀、一心为民的使命和信念，回

报社会，奉献人生。

善 举 如 虹 ，传 承 见 证 。 在 新 余 市 分 宜

县，唐才英、张佳港，一家两代两个“中国好

人”的故事，也在这座小城传颂不息。

2021 年，24 岁的张佳港和 85 岁的外婆

唐才英拍摄的一组“婚纱照”走红网络。

唐 才 英 曾 是 分 宜 县 人 民 医 院 保 洁 员 。

26 年前，她在医院捡到一双弃婴，分别取名

张佳港、张佳回。靠着微薄工资和捡破烂、

卖废品，唐才英和丈夫将自己的亲生儿女和

收养的 6 名弃婴抚养长大。由于张佳港和老

人的外孙一起长大，所以也把老人叫外婆。

从此，张佳港和唐才英在分宜演绎了一段不

离不弃的人间大爱。

“自 1982 年起，只要遇见被遗弃的婴儿，

外婆就抱回家抚养，先后挽救了 38 个弃婴的

生命。”说起唐才英的事情，张佳港如数家

珍。大儿子张国生记得，那时家里要养 11 个

孩子，还要负担上学费用，妈妈的那点收入

根本不够用。为了贴补家用，妈妈经常是晚

上 10 点偷偷出去捡废品，早上 4 点才回家休

息一会。

2001 年，分宜县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们得

知唐才英的家庭情况后，决定资助张佳港的

全部学费，一起得到爱心资助的还有张佳港

的姐姐、同为唐才英收养的张琳。2013 年，

在唐才英老人的悉心照料和消防员们的爱

心帮扶下，姐姐张琳大学毕业，张佳港也顺

利高中毕业。

唐才英和消防员们的爱心，在张佳港心

中播下了一颗感恩的种子。感恩“外婆”，感

恩“消防哥哥”，成为张佳港逐梦前行的不竭

动力。2016 年 ，张佳港如愿成为一名消防

员。他说：“外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帮助过

我的消防员们给了我第三次生命，我选择做

一名消防员，想用自己的行动回报社会。”

灭火、防火、训练、出警……这份工作比

张佳港想象中更苦，任务更繁重，但他从没

后悔过。张佳港因工作表现突出，荣立个人

三等功。更难能可贵的是，唐才英身上的美

德，在张佳港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小区卫

生清扫，文明交通劝导，消防安全宣传，福利

院慰问，总能见到张佳港志愿服务的身影。

“外婆助人为乐的精神，我们兄弟姐妹

不能忘！”在张佳港的争取下，分宜消防救援

大队成立“张佳港志愿服务队”，设立爱心基

金会，持续帮助失学儿童就学。张佳港因事

迹突出，先后获得省优秀共青团员、新余市

道德模范、“中国好人”（2021年度）等荣誉。

“8 年前，外婆因为助人为乐，被授予‘中

国好人’称号；现在，我的肩上也扛着‘中国

好人’这个沉甸甸的荣誉，我一定会把助人

为乐、无私奉献的优良家风，一代代传承下

去。”张佳港动情地说。

●勇者无畏
江西是一块红色的土地，红色基因流淌

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的血液里。

作为新时代的军人，红色基因里那种英

勇无畏、不怕牺牲的精神气质，见证了他们

身上可贵的军人血性。在生死一线，紧要关

头，两位红土地军人舍生忘死的壮举，书写

下了一曲曲勇者无惧之歌。

2020年7月12日，景德镇市浮梁县206国

道一辆小车与货车相撞，掉入路边河里，倒扣

水中，车内 5 人被困，生命危在旦夕。时值汛

期，河水湍急，河道一侧是5米高的垂直石壁。

正在休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73132 部队

班长、景德镇籍军人王亮与叔叔恰巧路过。

他紧急示意叔叔停车，一边报警，一边从货

车工具箱取出铁锤，纵身跃下 5 米石壁展开

救援。

入水后，王亮快速游到轿车旁，几经尝

试无法打开后车门，只能隐约看见车内拍打

窗户的手。他心急如焚，手脚并用猛力一蹬

终于拉开车门，一手抱起惊恐抽搐的小孩，

一手拉出两个大人，连拉带拽艰难将后排 3
人救上岸。来不及多想，王亮转身再次扑入

急流，冲向沉车点。此时，车辆前排已被河

水淹没 ，王亮数次试图拽开车门均无功而

返。危急之时，他拿起铁锤，潜入水中奋力

破窗 ，将前排副驾驶座上的老人从车中救

出，侧泳拖回岸边，并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直

至老人苏醒。事后医生检查发现，老人肺部

已经进水，如果晚一点，人可能就没了。

同时间赛跑、与死神抢人，危急关头王

亮勇救 4 人，生动诠释了当代军人的智勇双

全。

王亮两分钟勇救 4 人的英雄事迹和“教

科书式”的救援经历，被媒体报道后，全网点

击量超 6 亿次，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网友

们赞“不追网红不追星，只赞人民子弟兵”，

王亮被誉为“95 后最美战士”，荣获“中国好

人”（2020 年度）、江西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等称号，并荣立一等功。2021 年 11 月，荣膺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临危不惧，越是艰险

越向前。吉安市泰和籍29岁的军人王敏，也用

行动践行着“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初心。

2022 年 3 月 9 日凌晨 3 时许，正在休婚

假、到火车站接父亲回家的王敏，在泰和县

城滨江大道边停车时，忽然听到一声巨响。

“不好，出事了”，他迅速循声跑去，借助远处

的灯光隐约看到江中漂浮着一辆车，还有两

人在水中挣扎呼救。

3 月初的泰和气温还很低，江水寒冷刺

骨。事发突然，容不得多想，王敏一边脱下

羽绒服，一边抄近路跑到出事地点，纵身跃

入水中，快速游向两名落水者。他先是紧紧

抓住女乘客姚某的胳膊，奋力将她拉到安全

地带。此时落水男子谢某的呼救声越来越

微弱，他来不及喘口气，紧接着又向河中央

的谢某游去 ，拼尽全力艰难地将谢某推上

岸，此时，精疲力尽的他也已瘫倒在岸边。

不一会儿，110 民警赶来，确认 2人无大碍后，

王敏才悄悄地转身离开。

事发后，被救的谢某和姚某一直想感谢

自己的救命恩人。经多方打听，得知恩人是

一位现役军人，便想方设法通过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找到了王敏的联系方式。不巧的是，

此时的王敏已经接到任务提前返回千里之

外的部队了。被救者便专程到王敏家中表

示感谢，并送上写有“危急时刻伸援手，感恩

亲人解放军”的锦旗。

“当时凌晨 3 点多，路上也没什么人，多

亏了你及时伸出援手，救了孩子们的命，太

感谢你了。”姚某的母亲聂女士通过视频连

线，再次向王敏表达了感恩之情。

2010 年入伍的王敏，在部队刻苦训练，

表现优秀 ，先后被评为优秀士兵和优秀士

官，荣立三等功一次。而他两次跳入冰冷的

江水中连救两人的壮举，受到各方的广泛赞

誉，2022年 8月，王敏荣登“中国好人榜”。

“作为一名军人，救群众于危难是我们

的应尽之责。”目前转业待安置的王敏，以这

样的铮铮话语，诠释着军人的永恒信仰。

●尾声：永远的追光者
如果不是亲眼见证，亲耳聆听，我们无

法相信，在江西这方大地，在城市、乡村，在

我们的身旁，竟然有这么多看似平凡，却又

驭光而行、让人肃然起敬的中国好人、江西

好人。

为什么是江西？江西好人文化缘何如

此不同凡响？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好人文

化营造与培育方面，江西举措可圈可点、可

赞可鉴。

“多年来，我省不断丰富红色资源内涵、

传承红色基因、擦亮红色底牌、唱响好人赞

歌，以中央文明办‘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等活动为契机 ，深入发掘宣介学习身边好

人，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江西好人文化。”江西

省文明办一位负责人如是说。

数据可以说话：2022 年度，江西全省共

33 组 39 人荣登“中国好人榜”，位居全国第

二；截至目前，全省共 936 组 1070 人荣登“中

国好人榜”，占全国总上榜人数的 6.5%，远高

于全省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 3.2%的比例；上

榜人数逐年大幅增加，平均每 5 万名江西人

中，就有一位“中国好人”。

在具体做法上，不得不说，江西经验既

富有特色、又卓有成效。

榜 样 的 力 量 ，影 响 最 深 远 。 通 过 定 机

制、树典型，江西在全领域挖掘身边好人，不

断丰富充盈‘好人库’，做到省、市、县三级都

有好人、身边都是好人；通过常态发布机制

及多途径全媒体宣传‘推送’，再现身边好人

的感人事迹；通过重帮扶、行礼遇，全覆盖关

爱身边好人，做到政治上有帮扶礼遇政策，

经济上有全覆盖奖励资金，想方设法解决好

人实际困难，彰显了好人崇高地位，积极倡

导崇德向善的价值导向。

在我们历时两个多月、纵横数千公里追

访江西“中国好人”的行程里，经常会在各地

邂逅“好人宣讲团”的活动，至今年 6 月，江西

11 个设区市全部成立了“好人宣讲团”，好人

的身影活跃在城市乡村、田间地头，好人的

声音可感可触、可亲可信、“声”入人心。

每一位好人，都自带能量，他们既是追

光者，也是发光者。他们胸怀善良、勇敢、热

爱、忠诚、奉献等无比珍贵的精神特质，共同

筑就了“江西好人高地”，唱响着“江西好人

文化”品牌。

他们的故事和传奇，还在继续；他们的

精彩人生，永不落幕！

好人传奇好人传奇
□□ 毛江凡毛江凡 梁梁 健健

一个好人就是一束光
每一束光都带着独一无二、温暖人心的力量
每一束光里都有一颗赤子之心
都有爱意深沉、努力追梦的模样
无数光汇聚在一起
就是这个时代最美丽的图景

——题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