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大红门地区，有这样一位“兵支书”，不管是村民百

姓，还是干部职工，人人提起来都要竖大拇指，无不夸他

是老百姓的贴心人，他就是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街道果

园村党委书记陈涛，曾荣获“中国十大杰出村官”“北京市

劳动模范”“首都劳动奖章”“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北京

市“十佳创业先锋”、丰台区“不忘初心、担当有为”优秀共

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1992年，年仅23岁的陈涛从部队转业后，放弃了诸

多在当时看来更为稳定也更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机会，怀

着一腔热血，立志为家乡奉献终身的理想，义无反顾地回

到果园村，当上了一名“兵支书”，扎根农村基层，在离群

众最近的地方，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使命，一干就是30年。

作为一名转业军人，他始终牢记军人本色，换装不换

心，怀着对农村集体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带领全体村

民、干职员工，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投资发展策略，实

现了果园村的可持续发展，果园村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有

名的“全国文明村”“中国十佳小康村”。同时，他也重视

退役军人培养和管理工作。对部队转业回村的村民，主

动给他们压担子、压责任，安排到关键岗位培养锻炼，充

分挖掘这部分群体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使他们茁壮成长。

对于老百姓的事，他更是事必躬亲，时刻想着切实为

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在果园村范围内建立了困难群众、

职工摸排上报制度，致力于信息畅通，建立困难人员及家

庭帮扶档案，并积极筹备鑫福海爱心基金，确保辖区百姓

不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

此外，在做好果园村职工帮扶工作的同时，陈涛还致

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在汶川、玉树、芦山地震等自然灾害

来袭之后，他带领职工和商户积极捐款、捐物，折合现金

2000多万元；在四川捐建两所博爱小学，在海南资助40

名失学儿童直到他们大学毕业，资助孤儿数量达到70

名。不仅如此，陈涛还经常自掏腰包，帮扶捐助困难人

员，2005年至今，他每年定期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助1

万元资助贫困学生。多年前，陈涛与南苑街道劳模高景

田结成帮扶对子，每年资助高景田的孙子高源1.6万元，

直到完成学业，如今高源已研究生毕业。这样的事迹，陈

涛还做了很多很多，他常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们多

做一件善事，我们和后代就多一份福报”。多年来，在陈

涛的带领下，村党委赴贫困地区走访、资助总行程达2万

多公里，为社会捐助款物累计达3000余万元。

丰台区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供稿

2005年，张宝银转业回到地方工作，从此便

与社保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干就是16年。

多年来，张宝银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对待本

职工作，做到“离军不离党，退役不褪色”，将促进

失业人员就业创业为己任，努力钻研业务，提高

业务水平，坚持文明用语和换位思考，创新工作

思路，用自己的真心、诚心、热心认真接待前来办

事的每一位群众。

从2008至 2012年，张宝银负责小额担保

贷款工作，在此期间，他能够把政策学精学透，

切实提升自己的创业指导水平，积极参加上级

举办的各项创业活动和培训会，加强舆论引导，

鼓励和支持辖区失业人员自谋职业、自主创业，

使创业带动就业产生倍增效应。5年来，他先后

共发放小额担保贷款81万元，扶持10名失业人

员创业，带动55名失业人员就业。八一厂社区

居民刘亚明，原来是一名军转干部，与企业解除

劳动合同后，成了一名失业人员，心理落差很大，

档案一直存放在街道，得知这一情况后，张宝银

主动联系了刘亚明，对其进行一对一、面对面职

业指导，帮助他按时申请了企业军转干部生活

补助，为其开辟灵活就业绿色通道，及时享受社

会保险补贴。

2008年，张宝银负责信息报道工作，他从零

基础做起，参加各种信息培训班，不断提高写作

技巧，做到连续10年超额完成就业工作信息，撰

写信息300篇，多篇信息曾被《丰台政务》《丰台

报》《北京劳动就业报》采纳刊登。

2018年 10月，张宝银成为了卢沟桥街道

（现六里桥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业务副站长，他

始终坚持“我曾经是您的战友，竭诚为您服务”的

服务理念，对退役军人和家属积极开展教育培

训，提升能力素质，为他们就业创业打牢坚实基

础。三年多以来，帮助12名军嫂走上了公益性

岗位，解决了现役军人的后顾之忧，鼓励3名退

伍战士考上了社区工作者。

多年来，张宝银总结了16字化解窗口矛盾的

方法，“认真倾听、换位思考、掌握政策、上下协

调”，这套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也非常有效，帮助处

理了多起窗口矛盾、群众投诉和其他疑难问题。

他始终致力于打造一支作风优良、业务精湛、爱岗

敬业的社保团队，打造一支“若有战，召必回”的退

役军人团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服务退役军人，

一直在路上。

刘汉杰，原名王玉臣，1932年出生，1942

年任抗日地下交通员。1944年被党组织送到

延安学习，1947年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5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交通员、学

员、干事、副指导员、指导员、协理员、上海市大

飞机（40多人）研究设计队队长等职,1988年

从空军离休，2002年移交丰台区第十九军休

所。2001年和2003年，刘汉杰被丰台区南苑

街道办事处评为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2003

年初被丰台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评为丰台

区第四届五好文明家庭、绿色家庭。他和老伴

儿姚玉芝2014年被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评

为2012至2014年捐资助学先进个人。2005、

2006 年被北京市和丰台区评为建康老人，

2019年被评为北京军休榜样，2021年被评为

全国先进军休干部。

离休后，他积极开展“送温暖扶贫”活动，从

1994年迄今在助学、扶贫、救灾、社会公益等活

动中，共计捐款21万余元、衣物700余件、书

300余本、手表1块。1994年5月，刘汉杰与房

山区教育局联系，资助了霞云岭乡上石堡小学五

年级学生陈红霞,四年中赞助她家2850元、衣物

55件。1994年8月又资助了陕西省安塞县白坪

村延安保小四年级学生刘小军,至1999年7月

初中毕业参加工作，五年中共寄钱800多元、衣

服22件，为提高他的学习成绩，还寄去辅导材料

18本。

1996年6月，看到北京电视台播放的“拨亮

的烛光”节目中提到：河北省山区、老解放区十几

名老师，他们工作努力出色，但报酬很低，每月

100多元，还不能按时发放。了解了河北省满城

县刘家台乡长角台的臧永彬和河北省阜平县大

台乡京台小学杨二周两位老师的情况后,刘汉杰

从当年开始至2010年一直资助两位老师和他们

的家庭，累计捐款8630元、衣物118件，极大地

缓解了他们的生活困难。

2015年2月9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

小伙伴为山里娃送“福包”》一文，讲述了北京群

众为地处山区的河北省唐县牛眼沟白求恩希望

小学送“福包”的事情。刘汉杰了解之后，立即电

汇捐赠了1万元。2016年，当得知学校冬季取

暖困难，刘汉杰又资助1万元。

此外，刘汉杰还积极参加植树绿化等活动，

2001年到2008年，他参加内蒙古多伦绿化治

沙，累计种树32亩。同时，从2003年春季，刘汉

杰经常参加《长寿》俱乐部组织的北京山区植树

活动，购置了许多树苗。

2015-2016年，刘汉杰先后给家乡寄去6.5

万元、书籍200本，改善村医务室的医疗条件和

文化基础设施，提升文化活动水平。

作为一个年至耄耋的离休干部，刘汉杰本来

可以过着安逸的晚年生活，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

条件，但他作为一名战争年代走过的革命军人，

一名有着72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他选择了勤俭

持家、艰苦朴素，投身到捐资助学、回馈社会的慈

善之路中，用光和热照亮温暖了他人。

陈荣超，男，1932年12月出生，1949年12月

入伍，1956年7月入党，1988年7月退休，移交安

置在北京市丰台区第十三军休所，退休前是原解

放军装甲兵指挥学院学员大队政治委员。退休

后，他情注希望工程，关注下一代成长，省吃俭用，

坚持捐资助学，传承红色基因，累计捐资110余万

元，在四川、内蒙古建立了2所希望学校，为老区、

山区、灾区的35所学校捐建爱心书屋，先后资助

48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他三次被评为“全国先

进军休干部”，先后荣获首届“中华慈善奖”、第二

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和“首都十大公德人物”

称号，入选“2009年度中国好人”，荣获“2013北京

榜样”称号，2014年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

个人”，2016年荣获“北京十大军休榜样”荣誉称

号，2019年荣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离岗不离党，心系祖国教育事业

陈荣超参军73年，入党66年，他和老伴杨玉

仙始终不忘“一定要为人民做点什么”的初心。当

初国家规定建一所希望学校个人需捐款20万元，

这对月工资仅数百元的工薪阶层来说是个天文数

字，他们参加工作40年的全部储蓄还不足一半，

但他们建学校的决心坚定不移，又经过十年艰苦

奋斗，到1999年即将凑够20万元时，陈荣超突发

大面积心梗，医院报病危，他对老伴交待:“我走

后，遗产捐献希望工程、遗体捐献医学研究，这是

我向组织交的最后一笔党费。”后来，经过解放军

白衣战士奋力抢救、精心治疗，两个多月后，陈荣

超病愈出院。2000年2月，他们终于在四川老区

芦山县龙门乡捐建了第一所希望学校。数年后又

在内蒙古兴安盟捐建了第二所希望学校。

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加大，解决了贫困地区学校

的校园建设问题。但是有的学校，学生的课外读物

短缺，他们又将主要目标放在捐建爱心书屋上。十

几年来，先后在陕甘宁、云贵川、江西、内蒙古等老

少边穷灾区，为35所学校捐建了晨阳爱心书屋。

“我们捐建希望学校、爱心书屋的根本目的是

希望有助于山区孩子成人成才。”这些年来，陈荣

超夫妇每年都要到已捐建书屋的部分学校回访，

看望师生，同校领导共同研究学校的发展建设等

事宜，并以自己参加革命60多年的深切体会，精

心编写了“颂党恩 跟党走 党在我心中”“陆战之王

中国坦克”等图文并茂的PPT讲稿，和师生互动，

进行爱国、爱党、爱军的革命传统教育，让红色基

因代代相传。

“我们的心永远和孩子们在一起”。2008年5

月12日下午，陈荣超夫妇正在雅安市荥经县荥河

小学商讨捐建书屋事宜，突然特大地震来临，陈荣

超夫妇同教师们飞奔各个教室，以最快速度组织

孩子们撤离到操场，由于处置有力，全校400多名

师生无一伤亡。当天，单位同事和家人都打电话

催促他们火速回京，但陈荣超夫妇坚持要留在余

震不断的成都和学校师生一起抗震救灾，给灾区

孩子和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退休不褪色，开启人生二次“创业”

曾经，陈荣超和老伴作为军人，在部队度过了

一段永生难忘的军旅生涯。如今，他们都已是耄

耋老人，体弱多病，但为了人民、为了山区孩子，落

实传承红色基因的庄严使命，他们开启了二次“创

业”，在2018年制订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计划，

决定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等地为9

个学校捐建书屋，回访14所已建“晨阳爱心书屋”

的学校，奖励优秀师生，以自己参军、入党60多年

的切身体会和师生交流互动。在落实计划的第一

年,他们先后在康巴地区、凉山地区和雅安市为4

所学校捐建书屋，共捐赠图书11000多册。回访

了前几年已捐建书屋的6所学校，奖励优秀学生、

读书之星、书香家庭、模范家长等共计192名，他

们亲自设计定制了人造水晶奖牌192枚，选购奖

品图书1152册，颁发给受奖人员，希望他们能在

学生和家长中发挥模范带头的表率作用。他们

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回报党和人民，传

承红色基因”。

陈涛 带领果园百姓
共同致富的“兵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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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杰 八旬离休干部捐资助学20多年

张宝银 离军不离党，退役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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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终致力于打造一支作风优

良、业务精湛、爱岗敬业的社保团队，

打造一支“若有战，召必回”的退役军

人团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服务退

役军人，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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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战争年代走过的革命

军人，一名有着72年党龄的共产党

员，他选择了勤俭持家、艰苦朴素，投

身到捐资助学、回馈社会的慈善之路

中，用光和热照亮温暖了他人。

在陈涛的带领下，村党委赴贫困地

区走访、资助总行程达2万多公里，为社

会捐助款物累计达3000余万元。

退役不褪色 建功新时代
——记丰台老兵风采

陈荣超 为贫困学子点亮希望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