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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

也不是大老板，就守着一个修鞋

摊，也赚不了多少钱，你也要为

自己的生活考虑啊。”看到王建

荣总是主动帮助别人，老主顾王

国良曾经对王建荣说过，“他却

说，我够吃够用就行了，自己有

能力就把爱心奉献下。”

2008年 5月 12日晚上，王

建荣在电视上看到汶川发生地

震，“有人开着车，有人骑着车，

有人步行，奔赴汶川救援，我当

时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王建

荣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我

不能去，我可以捐款啊！”王建荣

的想法到了全家人的赞同。

翻遍了家里的现金，只有

1000元，还有一张3000元没有

到期的存折。5月13日，拿着这

些钱，王建荣来到了当地红十字

会。“我不记名，不要宣传，不要

登报纸，我就这三样条件。”可

是，存折上的姓名“出卖”了王建

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了

修鞋匠王建荣，这次捐款也改变

了王建荣的生活。

不久后，在一次活动现场，

一位区领导问王建荣：“老人家，

你有多少年党龄啊？”回忆起此

事，一向笑呵呵的王建荣突然间

流下了眼泪，激动地告诉记者，

“我当时说，我还没有入党，但我

真的很想入党啊！”上学时，是团

支部副书记，王建荣心里一直都

有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但

想到自己残疾之身，他一直把这

个愿望埋在心里，不好意思递交

入党申请书。听到原因，区领导

郑重地告诉王建荣，“只要达到

入党的标准，你一样能入党！”

回到家中，王建荣写下了入

党申请书。2015年5月6日，是

王建荣终生难忘的日子，他正式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王建荣专

门用红布制作了一个条幅，“为

人民服务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感谢党恩 回报社会”，挂在修鞋

铺里，时刻提醒着自己。

一年赚万把块钱，14年捐了8万多元，资助百余名困难学生，这位老人有个心愿：

“大家提起我时会说，
王建荣是个共产党员！”

冬日的暖阳，照在淮安区东长街上。1
月6日早上9时，77岁的王建荣打开了修鞋
铺的门，不一会儿，修鞋的人陆续来了，王建
荣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最少只要块把钱，
最多也不过四五块，来这里修鞋，又便宜又
好。”望着正低头认真修鞋的王建荣，老主顾
方小丽不住地点着头说，“这位老人让我很
敬佩。”

从元旦开始，王建荣的名气越来越大，
多家媒体关于这位一年仅赚万把块钱的老
人14年捐了8万多元的报道，受到了很多
人的关注。“他对得起这上面的字。”老主顾
王国良指着老人身后的条幅说。条幅上写
着“为人民服务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感谢
党恩 回报社会”一行字。谈起多年的捐款，
老人认真地说：“很多人问我做这些为了什
么，其实我只希望，大家提起我时会说，王建
荣是个共产党员！” ■融媒体记者 何剑峰

本报讯 近年来，我市按照“以民为本、

提升品质、均衡布局”建设理念，匠心打造城

市“绿色小客厅”，给市民带来“推窗见绿、出

门进园、四季赏景”的美好体验。截至目前，

我市已累计建成100多个城市“绿色小客

厅”，惠及周边群众50余万人。一个个小游

园，成为市民家门口的一道道亮丽风景线。

足球场、篮球场、轮滑场……每到周末，

位于京杭运河北岸、通甫路大运河桥下的东

港体育公园总是人头攒动，一片欢声笑语。

作为淮安大运河沿线最大的城市公园，这里

设置了文化展示、生态休闲、活力运动等7个

功能分区，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多样需

求。同时，保留了东港码头的龙门吊，营造

出浓厚的大运河特色氛围。用匠心换乐

享。今年以来，我市精心编排了6处“乐享园

林”小型绿地活力空间建设项目，包括和瑞

园、淮安医院北侧游园等“口袋公园”项目，

古黄河生态休闲带开放连通工程、板闸家苑

至城西北路（北岸）老船厂绿道工程等绿道

建设项目，以及1个立体绿化项目、1个省园

博园可持续活力营造和管理创新项目。风

格各异的“乐享园林”可看度更高、可玩性更

强。

据介绍，我市高度重视城市“绿色小客

厅”建设，将其列入每年市政府中心城市建

设重点项目和十大为民办实事项目。城市

“绿色小客厅”建设以完善老城区公园绿地

“十分钟便民服务圈”和服务更多群众为宗

旨，建设前均发放意见调查表，了解居民对

于景观、休憩、健身等方面需求。增加宣传

栏便于及时了解政策信息，增添座椅便于邻

里交流，建设塑胶步道方便体育锻炼……这

些群众提出的好想法，都被融入了设计中。

在施工过程中，市园林部门积极做好现场指

导服务，及时提出整改建议，确保建设质

量。“由专家和周边居民代表共同参与方案

评审，经多轮修改确定最终方案。”市园林部

门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设计师、专家、市民

深度互动，让每一处城市“绿色小客厅”都独

一无二，实现为城市增绿、给生活添彩的目

的。 ■融媒体记者 王舒

为城市增绿 给生活添彩

我市匠心打造
100余个

“绿色小客厅”

本报讯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全

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单位名单，淮安区

以大运河“百里画廊”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带

试点为主题成功入选，成为全国10个、全省

唯一上榜的城市。

针对入选的10家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

点单位，文化和旅游部将在资金利用、项目

建设、人才培养、市场开拓、产品建设等方面

给予支持，打造一批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先行

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红色旅游融合发

展模式，推动红色旅游成为各地弘扬红色文

化的重要载体、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

革命老区经济转型升级重要推力和乡村振

兴重要引领产业。

■融媒体记者 杨丹丹

淮安区入选
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单位

全省唯一上榜

王建荣出生在上海，3岁时

因患小儿麻痹导致下肢瘫痪。

17岁那年，还在学校担任团支部

副书记的王建荣，跟随家人响应

国家号召回到老家支援建设。

改革开放后，看到很多乡亲

都出去闯荡了，王建荣也想着出

去见识见识。他来到县城转了

好几天，最终决定做个修鞋匠。

坐在修鞋摊上看了几天后，他回

到家里先免费为村邻们修鞋。

自学自练了一段时间，村邻

们都夸王建荣修的鞋结实。得

到认可，王建荣来到县城摆起了

修鞋摊。“一天下来七八毛钱，一

个月就是二十多块啊！”王建荣

开心地比划着，这笔钱在当时可

是不小的收入，这坚定了他干下

去的决心。

守着修鞋摊，王建荣说他感

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一开始没

有固定摊位，周围不少人主动让

他就在家门口摆，也不收他钱；

没有营业执照，工商局的干部主

动上门为他办理；遇到了什么困

难，乡邻们总会伸出援助之手

……而王建荣也凭着好手艺赢

得了大家的信任，很多人一有空

就喜欢坐在修鞋摊旁聊天聚会。

1980年的一天中午，正准备

收摊回家吃饭的王建荣注意到，

有个初中生一直坐在旁边不修

鞋，也没有离开的意思。“孩子，

我要收摊了，你也早点回家吃饭

吧。”可是孩子还是没走，王建荣

不禁多问了几句。原来，孩子是

旁边学校的住校生，钱包丢了，

没钱吃饭。听闻此，王建荣说：

“你先帮我看着摊子，我回家带

点吃的。”就这样，孩子的中饭解

决了，临走时，王建荣又给他塞

了20块钱，“先拿着吃饭，等周末

回家后就好了。”

没过几天，孩子的爸妈专门

来到修鞋摊，还了钱万般感谢。

“本来也没有打算孩子会还钱，

但这家人的举动让我震动很大，

帮助别人获得的幸福感很强

烈。”王建荣说，从此以后，他只

要听到别人有困难，就会帮一

把，“谁还没有个困难的时候啊，

三十五十块钱的，无所谓。”

修一双鞋几块钱，一天下来

收入最多不过四五十块钱，缝缝

补补几十年，如今王建荣一年也

就赚万把块钱。然而从2008年

开始，王建荣毅然走上了公益慈

善之路，累计捐款8万多元，其中

帮扶特困学生100多人。

“这样的孩子，就因为家里

困难上不了学，太可惜了。”2012

年的一天，在电视上看到当地的

一个17岁的特困家庭孩子，以高

分考上了淮阴中学的新闻后，王

建荣照着电视上的地址，不顾身

体残疾，花了100元钱租车赶到

孩子的家里。在详细了解情况

后，王建荣告诉孩子：“虽然我没

有多少钱，但你上高中三年，我

每年资助你2000块钱。”

小小的修鞋摊，成了王建荣

获取信息的一个渠道。“只要在

闲聊中，得知哪里有家庭困难的

孩子，我都会打听清楚详细地

址。”王建荣一次又一次地到这

些困难孩子家里送上捐款。

区慈善总会里，经常出现王

建荣的身影。贫困学生小朱的

父亲靠做木工活为生，因在工地

发生事故后成了植物人，长年瘫

痪在床，全家的生活仅靠母亲在

田间劳作所得的微薄收入和低

保维持。从2020年开始，王建

荣资助小朱上学；六年前通过区

慈善总会，王建荣开始资助贫困

学生小杨每年2000元。如今，

考上大学的小杨每年都会给王

建荣拜年，“我马上要毕业走上

社会了，平常也一直记着爹爹的

好，把爹爹的话放心里面，在学

校里面我好好学习，也经常尽自

己所能去帮助同学，帮助身边的

人。”小杨说。

从2023年元旦开始，中央、

省市级媒体纷纷报道王建荣的

事迹，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

位平凡老人的故事。有很多人

来到修鞋铺会问王建荣，做这些

图什么。“我是个残疾人，几十年

来得到了多方的照顾，我自己有

能力，也要回报社会。”王建荣认

真地告诉记者，如果真要问图什

么，其实他有个心愿：“我希望以

后大家提起我时会说，王建荣是

个共产党员！这就足够了。”

小小修鞋摊，一个残疾人的自立

入党的那一天，是他终生难忘的日子

一年赚万把块钱，他资助了百余名困难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