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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范夺标加入北柳村老年协

会，2009 年担任老年协会会长，积极弘扬

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

乐精神，坚持终身学习理念，坚持全心全

意为老年人服务的宗旨，热心坚持以老

助老志愿活动，他深知自己能力差、担子

重，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当好党的政

策宣传员，老年人的服务员，家庭纠纷调

解员，获得群众好评。

一、党的政策宣传员

积极参加老年大学的学习，并坚持

自学，读书读报等学习活动，在村级老年

协会，每月坚持两次的定期学习，宣传工

作。范夺标家门前的一块大黑板是宣传

阵地，每周一换，多年坚持不断。通过学

习，提高了爱国意识、法制观念，特别十

九大以来，通过学习，对党的新时代、新

征程、新任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

解，大家表示要勇于担当再立新功。他家

是个送报点，其中有三位是八旬老人，工

作再忙，他也要及时把报纸送到他们手

中，《老年文摘报》是一份很受老年人欢

迎的报纸，他是第一个订阅者，从 2002 年

至今不断，前后订阅者有 15 人之多。

二、老年人的服务员

老年人最大的期盼是有一个好身

体。他带领老年人做保健操，坚持了七

年，后来大家都会了，就各自组织自己门

前门后的锻炼，效果更好。

旅游是北柳老年人的一大亮点，至

今外出 16 次，为保证每次外出平平安安

回家，他和王红杰、张尚文、李德青同志

付出更多，要搀扶老人爬高下低，化险为

夷，只要大家看好了，他

心里就乐意。

做老年文体活动的

组织员。自己坚持做到积

极组织本村的老年人开

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

本村是李紫元的故乡，爱

写字人很多，就和盖效武

共同组织了北柳老年书

法协会，并获县书法先进

村奖。

三、家庭纠纷协调员

通过老年协会的活动，开展有益的

文体活动，使全村的老年人活的有滋有

味，调动了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

积极性，保持余日生辉的朝气，针对营造

敬老、亲老氛围，他们专门编印印发了

《劝老良言》和孝亲敬老试题，发至各户，

要求作答，更要求用行动做答案。北柳村

至今评选出 105 个文明家庭，干部作风、

村风、民风、家风有了根本的转变。

知足常乐当好三员

范夺标

坚实的脊梁挺起一个家

裴玉兰

李其明，1942 年生，1962 年参加教育

工作，历任教师、教导主任、中学语文高

级职称，党员，2002 年退休任村图书管理

员、老年协会长等。16 年来，扎实工作，埋

头苦干，深受领导群众好评。

办好图书室。将村图书馆藏书发展

到万余册。图书室和个人多次获省、市、

县先进。“文化村的纪事”一文在“山西日

报”和时事手册刊登，以先进事迹在市图

书会上作发言；省关工委会议上以典型

经验作了交流。

为老年人办实事。全村 1700 多口人，

老年人 250 人。常规活动：每年重阳节为

老人发放一件礼品；组织一次演唱会；每

年进行 4 次心理、时政、健康讲座；月一

次联席会，各项活动经常化制度化；组织

老年健身操、老年舞蹈、太极拳运动经常

化；配合村所镇院每年为老年人组织一

次体检；对网络、垃圾堆放设有监护队。

立人文新俗，归厚村风民德。为正社

会风气，实现核心价值观。一改原党支部

只为去世党员开追悼会的规定，从 2013

年起，老年协会牵头，主持为 45 个逝世村

民实行追悼公会。追悼会有代表分片参

加举行，老年协会写简介、念悼词、写挽

联，内容涵盖生平、职德，体现和谐、法

治，聚焦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诸方面，

悼词凸现人品道德、服务公益、为人处

事、邻里关系，所做好人好事以及家风、

家训、家教等，评价因人而异，贡献作为

各有所别。

发挥“助手、参谋、顾问、良师”多职能

作用。老年协会多年是村两委、学校和村

民致富臂膀，参与评低保、困难户等荐

推，对 60 名留守儿童起关爱、监护作用，

妇幼权益保护问题向两

委提建议找举措。

整修文物，专心地方

文献。组织离退休人员集

资 20 多万余元整修奎光

楼，文峰塔，助建李氏祠

堂、继写家谱、撰写村志、

考究古墓，专研有价值地

名古迹多处，收集多姓氏

家训 150 条。

义务服务民众，当好

关心下一代“模范”。组织

老年人搞孝敬文化、古诗

词一条街；写公告，组版面；辅导学校小

记者；树人才种文化，已出能手，业绩突

出；小记者活动在县推广，闻名省市，经

验在各地推广；创省“五好关工委”，2013

年 8 月代表市参加省隰县现场表彰会。

发挥优长。爱好写作，在各类报刊发

表作品 200 多篇（首）；在报刊发稿和全国

征文赛获奖和辅导奖项多次、曾获“山西

关工委刊物”模范通讯员；获省市先进名

星奖荣誉奖数十件。进学校、党员会演奏

教红歌，组织各类健身活动。

情系群众老有所为

李其明

裴玉兰，一位 93 岁的老妈妈，睿智、

坚韧、刚强的她正如那早春盛开的那一

朵朵玉兰，虽然已疾病缠身，不得不拄着

双拐，但她那饱经沧桑的脸上，依然流露

着生活的阳光。熟悉她的人都说她是温

暖的“春”，她是和谐的“魂”，她是儿女们

的福“根”。

60 多年前，裴玉

兰在丧夫的悲痛中，

带着年幼的女儿与同

是丧妻的现任丈夫走

到了一起，一起迎接

她的还有 比她 小 11

岁的女儿，在悲欢离

合中，一个新家“诞

生”了。在随后的生活

中，对丈夫、对两个女

儿、对新的家庭，她多

方操劳，用汗水用心

血用爱营造了新的和

谐，也赢得了家的发

展。裴玉兰为新的家

庭添喜，又生了一男

三女四个孩子，他们的家成了其乐融融

的一个大家。

爱孩子是每个妈妈的天性，但裴玉

兰尤其出色。出嫁后一连生了几个孩子

的大女儿秋圃，因感到力不从心，把孩子

交给裴妈妈管，她知道妈妈管着弟妹几

个也不容易，家里还有其它事要做，可是

又不得不向她“求援”。

那段时间里，她像是个幼儿园的园

长，不大的炕上全成了娃娃头。裴玉兰照

护了这个管那个，忙得团团转。她把粗粮

细做，想方设法让孩子们吃好。

十几年前，裴大妈的丈夫因病离世。

随之，年轻的儿子也因病离开了人世。在

这个不幸的家里，她俨然成了“穆桂英挂

帅”。她对儿媳说：“不用怕，有你有我，咱

俩撑起这个家！”她不顾年迈身残，儿媳

在外干活为家里挣钱，她在家里担起了

全家一日三餐的做饭任务。她是一个不

怕困难的人，在儿子病重住院期间，她操

持主办了孙子的婚事。儿子离世三年后，

她为儿媳招婿入门，使得这个家在“阴晴

圆缺”的变换中又扬起了新的风帆。

裴玉兰是孩子们的“幸福港湾”。无

论是嫁出去的女儿，还是娶回来的儿媳，

都像向日葵向太阳一样地“向”着她。与

她生活在一起的日夜相伴的儿媳，从未

与她拌过嘴，婆媳之间也从未发生个不

愉快的事。儿媳把“妈”当成了主心骨，在

外面回来先要叫一声“妈———”，这声

“妈”就这样甜甜地叫了 70 多年，叫出了

感情，叫出了习惯。她给妈梳头洗脚、买

药看病、照顾生活，把对妈的孝敬全都落

实到行动上。

她心灵手巧，做的一手好针线，剪纸

手艺也独有技巧。全村几百户人家，很多

人家娶媳嫁女贴的喜字、绣的鞋垫儿、枕

头，都出自她的手，方圆十里八村的很多

小孩子都穿过她做的十二属相绣花鞋。

在村民的眼里，他们的这个家，是一

个“几经风霜”而坚强挺立的家；是一个

历遭磨难，而又满园春色的一个温馨的

家！岁月悠悠，裴玉兰带着儿女们在苦与

乐中生活。他们不怕风雨，不怕困难，一

路前行。和谐文明，友爱诚信，融“真、善、

美”的一家人，被评为“山西文明家庭”。

裴玉兰代表全家，在省城太原迎泽宾馆

出席了表彰大会。在裴大妈的身上，我们

不仅仅看到了母亲的伟大，看到了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的光彩，更加深刻地体会

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注重家庭、注

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