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比郑福来、张耀、王凤进等
人，身为新闻发声人的黄继利总
说自己并无特别之处。但她的名
字在宛平城城南第二社区几乎人
人知晓。且不说 2017 年“首都最
美家庭”、2018年全国“五好家庭”
等荣誉称号，单是孝老敬亲、其乐
融融的家庭氛围就不知羡煞多少
旁人。

黄继利一家三代同堂，公公婆
婆身体不好，她便几十年如一日地
照顾两位老人。“大概是我与老人
沟通得比较好，比起他们的儿子，
老人似乎更加信任我这个媳妇。”
黄继利说，爱人给婆婆送药时婆婆
总是不吃，但她配好的药婆婆每次
都会吃。邻居们看在眼里，一直以
为黄继利是老人的女儿，直到有次

得知她竟然是媳妇，让大家大吃了
一惊。

“很多人说家庭不和谐难解
决，我觉得就是沟通不到位。”黄
继利在社区负责民事调解工作，
她经常用自己的故事感染身边
人，也竭力在调解工作中将良好
家风传递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家
庭。“公公婆婆是真心对我好，他
们那种与人为善的精神我耳濡目
染了几十年，如今我的所作所为
只是一种传承。”

成为社区新闻发声人后，黄继
利感受到了另一种责任——用自
己的微薄力量促进孝老敬亲、家庭
和谐。“家庭和谐只是第一步，但只
有家庭和谐才能促进社区和谐、地
区和谐乃至社会和谐。”

姓名：黄继利
年龄：52岁
宛平城地区新闻发声人

发声：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希望
宛平城地区的家家户户都能和谐互
爱，让我们这个地区变得更加和谐。

家庭和谐孝老敬亲的“家风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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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平城地区新闻发声人用实际行动讲述宛平故事，并带动成立一批志愿组织

“网红城”里的“网红人儿”

从 89 岁到 52 岁，以郑福来为代表的老一
辈新闻发声人对历史的坚守、对文化的自信、
对担当的坚持、对家风的传承影响着越来越多
的人。他们身后，一批年轻的新闻发声人正在
茁壮成长。

“总的来说，我们地区的新闻发声人都十分
富有激情。”说这句话时，宛平城地区党群工作办
公室科长张丽洁一脸的骄傲。

她的这份骄傲并非没有缘由，自从有了新
闻发声人，张丽洁感觉工作明显有所变化：工作
容易推进了，效率和效果都提高了，地区也变得
越来越和谐。她和同事们将这些变化归结于新
闻发声人带来的三大利好：“一方面，通过赋予
居民‘新闻发声人’身份的方式，我们开展工作
的形式变得更加多样、更受大家欢迎。另一方
面，‘新闻发声人’来源于群众，他们会用群众听
得懂的语言传达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
我们。再有，这种工作形式让我们与居民之间
的距离更加贴近，因为这些‘发声人’本就是群
众中的名人、熟人，他们的话有时更具说服力。”

张丽洁始终认为，这些新闻发声人做的虽然
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们每个人都用力所能
及的行动彰显着热爱宛平、热爱地区、热爱国家
的情怀。“他们所散发出来的是一种正能量，值得
全社会学习。”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积极影响，如今
宛平城地区每一位居民都以自己是一个宛平人
为傲，都有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精气神儿。

新闻发声人带来的变化是喜人的，那么如
何用好这支队伍，宛平城地区办事处有自己的
计划。张丽洁说，办事处将继续在基层寻找

“发声人”、树立“发声人”，激发大家参与地区
和社区工作的积极性。同时，积极组织相关培
训、座谈交流，提高新闻发声人的“发声”水平，
并尽可能多地举行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

“发声”能力。“我们打算在现有新闻发声人的
基础上，继续逐批发展更多的新闻发声人，让
更多人为地区和社区‘代言’。我们也将继承
过去优良经验，组织长期、长效的志愿服务、实
地教育等活动的同时，不断开拓新的工作方
向，让我们地区的居民更广泛地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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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座城，没有霓

虹夜景，没有美食小吃，

却因它的厚重与肃穆成

为来京人士的“必打卡之地”。

这一群人，他们没有令人艳

羡的身姿面庞，也没有令人惊叹

的超凡技艺，却因默默无闻的坚

守被网友纷纷点赞。

这座城，便是通往华北的咽

喉要道宛平城；这群人，是六十

余载义务讲解卢沟桥抗战历史

的郑福来、是日日坚持录制红歌

的“院儿长”张耀、是“首都的士

雷锋车队”队长王凤进、是几十

年如一日孝老敬亲的好媳妇黄

继利，更是以他们为代表，传播

宛平城正能量、持续为地区“发

声”的新闻发声人。

身经了屈辱，心系着国
家，念中华民族永固福基，六
秩峥嵘酬梦想。

行跨过桥梁，言化为纽
带，将抗战精神恒昭来者，千
般嘱咐爱和平。

他是郑福来，六十余载行
走在爱国主义教育“阵地”上
义务讲解卢沟桥抗战历史的

“时代楷模”。他曾听过 1937
年卢沟桥上隆隆的枪炮声，他
曾见到过 1948 年宛平解放时
最先来到的八路军侦察员，他
于 1952 年春天被任命为第一
任卢沟桥镇镇长，他在北京市
丰台区工作了47年，走遍了丰
台的大小地方……衣食住行、
方方面面，郑福来见证了卢沟
桥的历史、见证了宛平城的变
化、见证了丰台区的变化。

如今，这位“红”遍全国的

郑爷爷是宛平城的新闻发声
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
是最好的清醒剂。作为‘七七
事变’的亲历者，我要把这段历
史讲给每个中国人听，这是我
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活着就要
坚守我的‘阵地’。”也是因为这
份坚守，89岁的他不仅坚持为
游人讲历史、宣传宛平城文化，
还影响一批人参与到义务讲解
卢沟桥历史的队伍中来——张
耀、王凤进、张妍……

宛平城地区宛平城社区
副书记陈海津介绍，在郑福来
的影响下，“卢沟桥文物保护
队”“郑福来服务队”等志愿组
织相继成立，为保护卢沟桥、
传承卢沟桥历史发挥了重要
作用，社区乃至整个宛平城地
区居民的历史感、责任感也越
来越强了。

将抗战历史恒昭来者的“守护人”

姓名：郑福来
年龄：89岁
宛平城地区新闻发声人

发声：宛平城、卢沟桥已经成为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真实的历史必须向年轻人讲出来，
一个民族不清楚自己的历史就没根、没魂。

和“师父”郑福来一样，张耀
也是宛平城的“名人”；但又和“师
父”不同，除了讲述卢沟桥的故事，
张耀为宛平城“发声”的方式还有
唱红歌。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
比母亲……”酷爱红歌的张耀每天
的必修课就是录制红歌。与时俱
进的他不仅利用自家设备录制红
歌，还在QQ群、微信群里唱红歌，
甚至时髦地玩起了抖音，成为名副
其实的“网红”。

之所以痴迷红歌，除了因为喜
欢音乐，还与张耀的自身经历有
关。他在卢沟桥边长大，从小听叔
叔伯伯讲卢沟桥的故事，对于卢沟
桥和宛平城，他有一种别样的情
结。他还记得在卢沟桥一小当老
师时，举校合唱《卢沟谣》的那种震
撼至今难忘，也让他瞬间想起了童
年听到的许多故事。退休之后，孙
子为他买来电脑，并教他如何用电
脑录制歌曲，此后他便在唱红歌的
路上“一发不可收拾”。

“我觉得唱红歌是对宛平城精

神的一种宣传，是对历史的一种传
播，其中蕴含着我们中国的红色文
化。”成为社区新闻发声人后，张耀
将从叔叔伯伯那里听来的故事讲
给居民听、讲给游人听，并通过唱
红歌的方式表达着对宛平城的情
感，他还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合唱
团，主动提供设备。

他的这股热情劲儿也深深感
染着社区居民。他所在的社区，居
民们伴着红歌跳广场舞成为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在他的带动下，其
他社区组织起了红歌演唱。还有
社区群众自编自导自演舞台剧《抗
战烽火》，大家牺牲个人时间努力
排练；为了更好地展现当年卢沟桥
抗战的历史，大家对道具细细考
究，市场上买不到的大家就调动人
力物力自行制作……

“我唱红歌，不仅仅是因为喜
欢，更是因为红歌所歌颂的东西本
就值得歌颂，通过唱红歌可以受到
教育。”张耀说，今后他还会继续用
红歌为宛平城“发声”，为大家讲述
卢沟桥背后的故事。

坚定传承红色文化的“红歌迷”

姓名：张耀
年龄：72岁
宛平城地区新闻发声人

发声：代代相传的红歌中有着红
色文化，宛平城传承的精神里蕴含着
爱国情怀，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把
这种文化精神传承下去。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首都精神文明建设
奖、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首都十大“的士英
雄”……从事出租车行业24年来，北京银山出租
汽车公司驾驶员王凤进取得了诸多荣誉。然而
如今，王凤进更希望自己能做一个真正的“网
红”。“别人说我现在是‘网红’了，我却觉得自己还
不够红。我希望自己能更红才好，那样我就能起
到更大的带动作用，更大程度地彰显社会正气。”

在她的倡导下，2007年12月29日，银山出租
汽车公司创建了“首都的士雷锋车队”；2010年8
月，她在报纸上看到残疾人打车难的报道，身为

“首都雷锋车队”的队长，她联系到记者，并代表车
队做出承诺：有肢体障碍或其他行动不便的市民
如有打车需要，可随时通过拨打她的电话，或在首
都的士雷锋车队官方网站留言预约出租车；她还
在车上自制一个“爱心油桶”，每接送一次乘客，就
放一元钱，装满后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帮助别人，也被别人帮助。王凤进坦言，一
路走来收获了很多温暖，尤其是宛平城地区办事
处为雷锋车队与需要帮助的群众建立联系、设置

“文明引导员”岗位、为车队司机开办帮助盲人的
知识培训班……这些热心而专业的帮助，让车队
能够更加精准地帮助有需要的人。

多年来，王凤进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她认为，
自己对于公益的坚守，和“师父”郑福来几十年如一
日地讲解卢沟桥历史、宛平城地区的孩子从小去卢
沟桥上擦石狮一样，都是宛平人该有的责任和担当。

如今，成为新闻发声人的她开始思考如何将
宛平城的精神传承下去，她正在与宛平城地区办
事处工作人员筹划“社区公益日”，希望通过这
个平台让更多人感受到助人的快乐。

姓名：王凤进
年龄：61岁
宛平城地区新闻发声人

发声：宛平城地区的传统有着
很好的传承，这种传统就是所有宛
平人身上的那种担当、责任和为美
好生活不断努力奋斗的精气神儿。

坚守担当努力奋斗的
“的士英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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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内容由丰台区融媒体中心、

宛平城地区办事处联合策划采写）

郑福来在卢沟桥头向游客解说卢沟桥的历史郑福来在卢沟桥头向游客解说卢沟桥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