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5日，一场关于慈善的“盛宴”在北京上演，第六届“中华慈善奖”颁奖典礼隆重举行——作为
国家民政部颁发的我国政府最高规格的慈善奖项，这个有关慈善和爱心的荣誉，有着沉甸甸的分量，也
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这是一种肯定，对爱心的肯定；这是一个里程碑，对成绩的标榜；这是一个榜
样，让慈善工作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这是全国慈善人都在为之奋斗的一个最高奖项。

就在这天晚上，从北京传来一个让郑州人民骄傲的消息：我市一共申报的三个奖项，全部荣获了
“中华慈善奖”，斩获了我省今年荣获这一奖项的全部名额。

今年我市荣获“第六届中华慈善奖”的分别是：河南康利达集团董事长薛景霞、荥阳贾峪镇石棚
村李春凤获“最具爱心行为楷模”；荥阳“同在蓝天下·快乐共成长”孤儿帮扶计划荣获“最具影响力
慈善项目”。

薛景霞，作为一名女企业家，她领导的团队，近年来已为各类社会慈善事业捐款达2300万元。
李春凤，荥阳市贾峪镇石棚村南街村民组的一位普通农家妇女，30年如一日，她用平常人的善良

心，默默地为残疾、智障乡亲做好事，被誉为最美丽的“乡村老太”。
荥阳慈善总会“同在蓝天下·快乐共成长”孤儿帮扶计划，是一个关爱孤儿的计划，符合帮扶条件的

全市每一名孤儿都分包到全市各级各部门和有关单位，保障孩子们有人教育，有学校就读，有能力就
医，有基本生活保障，为他们找到了爱心爸妈。

这是我市第一次一下子获得这么多“中华慈善奖”，“这对我市的慈善工作来讲，是一种肯定，也是
一种激励。”郑州市民政局副局长、郑州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万民第一时间从北京传来这个
好消息，同时告诉记者：“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郑州慈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此次的奖项，
是肯定，更是鼓励，我们将再接再厉，让我市慈善工作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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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三个奖项 全部夺回奖杯

中华慈善奖 郑州“大满贯”
薛景霞、李春凤荣获最具影响力的慈善行为楷模

荥阳“同在蓝天下·快乐共成长”孤儿帮扶计划荣获最具爱心慈善项目
本报记者 李娜 实习生 梁程 文/图

7月 15日，第六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怀
揣着忐忑的心情，记者第一时间接到了王万民局长从北京传
来的消息：会议对包括我市薛景霞、李春凤、荥阳慈善总会

“同在蓝天下·快乐共成长”孤儿帮扶计划在内的 40名个人
和志愿者团体、37家企业和 23个慈善项目进行了表彰。我
市一共申报了 3个奖项，全部斩获大奖。我省一共入围了 7
个奖项，获得大奖的“全是郑州造”。

中华慈善奖之所以如此被慈善工作者重视，是因为这个
奖项由民政部举办，是我国政府最高规格的慈善奖项，旨在表
彰在慈善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团体、企业和优秀慈善
项目，大力弘扬慈心为民、善举济世的慈善精神和人道主义精
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慈善事业改善民生、促
进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中华慈善奖表彰活动体现了党和政
府对社会各界慈行善举的充分肯定和弘扬，自 2005年以来已
举办了6届，影响力不断提升，推动了慈善事业的深入发展。

第六届中华慈善奖是历届以来参加人数最多、评选范围
最大、行业类型最广的一次。本次“中华慈善奖”共设四大奖
项：最具爱心捐赠个人、最具爱心企业、最具影响力慈善项

目、最具爱心行为楷模。记者了解到，100个受表彰的中华慈
善奖获得人或项目，有致富不忘回馈社会的企业和企业家，
有扎根少数民族边远山区的志愿者，有勇于创新形成广泛社
会影响力的慈善项目。他们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感人事迹，
展现了新型财富观、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价值理念，彰显
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时代风尚。

站在这个中国慈善类最高奖项的舞台上，郑州市委常
委、荥阳市委书记舒庆等获奖者代表和部分获奖慈善组织负
责人在会上慷慨发言。

王万民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激动地说：“2004年郑州
慈善总会成立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一直
努力创新慈善工作机制，营造透明慈善，我们成立了‘郑州慈
善日’，开展了20多个慈善项目，今年还开展了‘慈善周周行
’活动，成立了监事会，打造透明慈善……这些努力今天得到
了民政部的肯定，我们将会以此为契机，让郑州慈善工作更
阳光、更公平、更高效，让资源募集使用能力和社会公信力普
遍提高，布局合理、类型齐全、分工明确、管理完善、公开透
明、自主高效的现代慈善组织体系初步建成……”

薛景霞
慈善是感恩社会的最好方式

在薛景霞的办公室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只透明的大玻璃瓶，瓶中盛装的是“薛景
霞革命老区教育基金”资助的孩子亲手折叠的 999颗幸运星，幸运星透过瓶子发出圣洁
的光。

事情起源于2007年初，身为人大代表的薛景霞在上街革命老区调研时发现，一些孩
子因家庭贫困而辍学在家。于是，在上街区老促会的帮助下，薛景霞出资 50万元成立
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教育基金，专门用来资助家庭贫困的老区学子。基金成立4年来，
已有 500多名孩子和 100多名老区教育工作者得到资助和奖励。那些幸运星，便是孩
子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报答薛景霞的。她一直摆放在办公室里：“播种爱心，收获希望，
我在做慈善的路上，虽然做出了小小的贡献，但是却收获了太多的感动，这些幸运星，
我一直保留着，它们时刻激励着我，也提醒着我，作为一名企业家，要记得多为社会做
一些事情。”

类似这样的善举，早已是薛景霞生活的一部分。自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公司初具规
模以来，每年的教师节，薛景霞都要为教育工作者送上自己的爱心，鼓励那些兢兢业业、含
辛茹苦献身教育事业的优秀老师。1997年，郑州一中打算承办全国中学奥林匹克化学竞
赛，却苦于经费不足。薛景霞得知后当即捐助8万元，使得比赛如期举行。2004年5月，为
给莘莘学子提供良好的教学设施，河南康利达集团向郑州西亚斯国际学院捐款 10万元人
民币。2006年9月，通过河南省助残济困总会向“白云苹贫困生基金会”捐款20万元。

2007年 1月，河南省助残济困总会在郑州市开展“曙光行动”，用善款帮助郑州市白
内障患者复明。白内障患者多为老年人，他们中间又有相当一部分人为“三老人员”，理
当得到社会的关爱。得知这个消息，薛景霞第一时间找到河南省助残济困总会主席张世
军，两次共计捐出200万元参与到“曙光行动”当中，先后帮助2000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
明。

至今，薛景霞领导的康利达集团已为各类社会慈善事业捐款达2300万元。
除了直接资助，薛景霞还用安排就业、技能培训等多种方式为弱势群体带来帮助。

在盛誉宾馆，她安排了64名下岗职工；在康利达装饰公司，安排下岗职工86人，大中专毕
业生200余人；在北京崇学山庄宾馆，她一次性安排中央党校后勤部富余职工50人，解决
海淀区160名待业青年就业。

建于1954年的河南宾馆，曾接待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国家领导人，有
着辉煌的历史。后因经营不善，宾馆 200多名老员工濒临下岗，于是怨声载道、屡屡上
访。2007年，薛景霞突破种种压力，取得河南宾馆的经营权，通过硬件改造、经营思路创
新等一系列措施，彻底扭转了河南宾馆的衰败局面，成功地为 200多名老员工保住了工
作岗位，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2010年 10月 16日，那是第三个郑州慈善日，薛景霞再次向郑州慈善总会捐资 1000
万元，成立“薛景霞教育慈善基金”，用来帮助大学新生圆梦、助残济困等。

问起她为何这么热衷于慈善事业，她总是说：“我们是民营企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
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为党和政府分忧，反哺社会，助残济困是每一个企业家应尽的义务，
参与慈善事业是企业感恩社会的最好方式。”

薛景霞的行为也感动了河南省助残济困总会主席张世军，他曾经挥笔即兴写了一首
诗送给薛景霞：茫茫世界好热闹，芸芸众生各有道。本是人间匆匆客，我行我路独自笑。
千金呼唤不动心，志求万贯济穷人。有朝一日浮生尽，人间只留清白身。

李春凤
荥阳最美丽的“乡村老太”、“荥阳好人”

坐在记者眼前的，明明是一位毫不起眼的农家妇女，她接受采访
时候，甚至有点怯怯的羞涩。然而，她却用30年的时间，谱写着一个大
写的“爱”字，就这么个外表平凡的农家妇女，却做着让亿万人感动的
事情——她叫李春凤，30年来，她资助了村里26户贫困家庭，近百名残
疾、智障、生活不能自理的乡亲，为憨傻乡亲四处“乞讨”旧衣服，呼吁
社会献爱心。她就是那个个子高大、皮肤黝黑、说话随和的荥阳“好嫂
子”，也是荥阳“最美丽的乡村老太”。

53岁的李春凤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1981年嫁到革命老区贾
峪镇石棚村。

荥阳市贾峪镇石棚村地处贫困山区，条件极其艰苦，村中存在大
量憨傻、残疾及贫困家庭。很多贫困乡亲一年之中无论春夏秋冬只有
一身衣服，无法换洗，夏天一身臭，冬天冻得瑟瑟发抖。为了能让他们
有干净的衣服遮体，生活的有尊严。李春凤向亲戚收集旧衣服、骑着
三轮车收旧衣服……30年来，李春凤自觉自愿地为本村乡亲们中因有
病、有残疾、有智障而生活特别困难的人家送去衣服数万件，长年救助
的有残疾人、智障人、重病人家庭26户、80多口人。

1981年，刚刚嫁到这个村子的李春凤，结婚第二天就把娘家陪送
的嫁妆——新棉裤送给了只穿着单衣单裤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邻居
智障人魏英。每当换季的时候，李春凤就把自家不合身的衣服收集起
来送给残疾人。她还利用娘家姊妹多的优势，逢年过节就放下面子，
向他们讨要破衣服，还专门买来缝纫机为他们缝衣服。

2004年李春凤随儿子到郑州亚星社区生活，可她心里时刻放心不
下村里的贫苦乡亲。于是，她在儿子和儿媳的支持下花了 260元钱买
来二手脚蹬三轮车，一到星期天她就挂着“帮助残疾人收旧衣服”的牌
子到外社区收旧衣服。子孙也受她的影响，凡是同学朋友不穿的旧衣
服，都带回家。而李春凤家的房子却一直没有翻新过，她说有那一千
块钱能解决多少村里人的困难啊！

2008年她参加了亚星社区组织的为灾区群众无偿献血活动，
社区书记听了她的故事后，第二天就发动社区群众向石棚村捐
赠。一周之内，群众就捐了 5000多件衣服，还有米、油和现金。三
年来，亚星社区、二七区民政局共捐赠 9次，衣服达 40000多件，
向幼儿园的孩子们捐赠书包250多个、童装300多套。

2010年 5月，在亚星社区和二七区民政局的帮助
下，李春凤投资 3000 多元在石棚村建起了“爱心
110”超市，现存衣物 2万多件，还有大米、油、面粉
等供老区贫困家庭随用随取。有感于李春凤的
爱心，郑州市二七区爱心 110与革命老区荥阳
市贾峪镇石棚行政村结成帮扶对子，2010年1
月 13日，郑州市民政局为他们颁发了帮扶
结对证书。

大爱无疆，她的善举感动了乡亲们，
也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因她的善行
而促成了一次次大规模的救助。

“做好事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行为，它是
全民慈善中一朵浪花，我自己抛出一块砖，
引来许许多多的玉。”李春凤说，她希望利
用好“慈善爱心超市”、“荥阳市革命老
区春风行动基金会”这两个慈善平台，
把村里的慈善事业做大做强。

这些数字也许更有说服力：2009 年
李春凤共收到衣物 12000 件，发放衣物
11000 件，惠及贫困家庭 180 户 1000 人；
2010 年共收到衣物 20000 件，发放衣物
17000 件，惠及贫困家庭 267 户 1500
人。慈善爱心超市 2010年 6月初投入
运营以来，已接收到荥阳市慈善总会捐
赠的衣物 5600多件，鞋 350多双，贾峪镇
捐赠的衣物 2000多件，受益群众从当初
的 26户、80多人特困户，扩大到全村、周
边村、周边镇、外来务工人员。

“我决心再干 30 年，直到我村所有低
保户、困难户都脱贫的那一天！”李春凤说。

孤儿帮扶计划
让孤儿们有个家

“俺孙子今年 13 岁，从小没了爹娘，跟我这个老婆子
过。现在孩子一个月能收到700元的捐款，一年就是8400元，
都够我们两个人用了。”家住河南省荥阳市（县级）贾峪镇槐林
村的刘奶奶激动地说，“真是感谢政府，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记者了解到，荥阳市现有未成年孤儿212名，其中父母
双亡孤儿 59人，“事实孤儿”153人。为了让孤儿们也有个
家，从2009年开始，荥阳市就把符合帮扶条件的212名孤儿
分包到全市各级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进行对口帮扶，重点
对孤儿的思想、教育、生活、医疗等方面给予必要的帮扶，
保障孤儿有人教育，有学校就读，有能力就医，有基本生活
保障，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孤儿长效帮扶机制。扩大救
助效果和普及范围，为全市孤儿创造美好的家园，使他们
在同一片蓝天下，健康、快乐成长。

荥阳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荥阳市将孤儿的范
围划定为“父母双亡、或父亲死亡而母亲改嫁异地、或父母
双方因死亡或残疾等原因无力抚养的孩童”。而该市要
求，各级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落实帮扶任务，确保每个帮扶
孤儿的教育、医疗、生活水平达到荥阳同龄人的平均标准
线。帮扶单位必须长期帮扶孤儿，建立“对口帮扶”领导小
组，安排一名联络员定期负责走访孤儿。帮扶责任者调离
工作岗位，由继任者接班负责。每个季度还要在电视台、
广播电台、报纸上，公示各单位的孤儿帮扶进展情况。

通过这种“对口帮扶”的新模式，荥阳市 212名孤儿都
有了相对固定的“父母”，生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与此同
时，荥阳将孤儿纳入医保范围，帮扶单位还要根据孤儿的
病情每年再救助5000元，民政部门结合孤儿病情每人每年
最多再给予5000元的大病医疗救助。

在日常生活上，帮扶单位每月救助不低于300元，慈善
总会在此基础上每月再发放 200元，民政局还将孤儿全部
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全额享受低保待遇。这样，每名
孤儿每月就有700元的生活费。

慈善盛宴 郑州揽三个大奖

李春凤骑着三轮车，在收旧衣服的路上。

荥阳慈善总会联合瑞龙医院开展“同在蓝天下·快乐共成
长”暑期系列活动，图为瑞龙医院免费分批为荥阳市227名孤儿
体检。

2010年10月11日，薛景霞捐款1000万元设立薛景霞教育慈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