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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万里朝霞，全鑫人我们意气风

发。艰苦创业，搏浪淘沙，求真务实点亮诚信灯塔

……”每天早晨，这首《全鑫之歌》就会在延安市吴

起县全鑫超市里响起，唱出康全鑫几十年如一日

诚信经营的执着与坚守。

康全鑫，吴起县全鑫超市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先后获得“中国好人”“中国诚信企业家”“陕西

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因为康全鑫诚实守信，

我们经常主动上门为他提供贷款。他总是提前还

款，很值得信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

起支行负责人朱军飞说。

大家这么信任康全鑫，是有原因的。

1963年，康全鑫出生在吴起县吴起镇一个贫

困农民家庭。为了减轻家里负担，他早早就辍学

了，开始在农村集市摆地摊，走街串巷卖花炮、布

料等。本着以诚取信、以信取胜的原则，康全鑫很

快就赢得了顾客的信赖，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1993年的一天，刚开始创业的康全鑫来到石

家庄市进货，可身上的钱却不够付账。焦急之中，

仗义的批发商答应让他先把货拿走，下次进货时

再把钱补上。康全鑫连声感谢，并主动写下了一张

1300元的欠条。

创业初期，资金周转非常困难。眼看又要去

进货了，可货款还没有着落，急得康全鑫整晚睡

不着觉。“宁可不做生意，也不能丢弃诚信、丢失

人品！”康全鑫不顾家人的劝说，一咬牙把唯一

值钱的家当——一台黑白电视机变卖凑钱，踏

上了去石家庄的还款之路。可到了石家庄才发

现，由于批发市场搬迁，已经找不到那位仗义的

批发商了。

这件事成了康全鑫的“心病”。之后的日子

里，他每年都专门抽出时间去石家庄寻找那位批

发商。“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要把当年的这笔‘救

急钱’连本带利还给人家！”康全鑫下定决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9 年后，康全鑫终于找到

了当年那位批发商，不仅将 1300 元欠款全数归

还，还坚持支付了 3000 元的利息。结束了这场

历时 9 年的“还款长跑”后，康全鑫长长地舒了

一口气。

从一个摆地摊的小商贩，到成为管理 4家连

锁店、1个配送中心、拥有 200 多名员工的公司

负责人，几十年来，康全鑫的生意越做越大，他诚

实守信的本色却从未改变。

2012年的一天，康全鑫像往常一样在超市检

查工作。经过收银台时，他发现了一个装有 2000

元现金和工资卡、银行卡等证件的钱包。“赶紧找

找，看是哪位顾客丢失的！”康全鑫让工作人员把

失物招领信息发布到网上，一传十、十传百，终于

找到了失主宗爱英。康全鑫亲自把钱包交到了她

手中。

这样的事例在全鑫超市不胜枚举。每次有

顾客遗失钱包、手机，康全鑫都会通过各种渠道

寻找失主，第一时间为顾客分忧解难……他把

诚信经营融入工作的一点一滴，大家纷纷为他

“点赞”。

“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做一个好人。”几十

年来，康全鑫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您知道石志光家在哪儿吗？”

“顺着巷子走，前边往左拐就到了。”

9 月 8 日，在西安市大麦市街，街坊邻居们

一听记者是来找石志光的，都热情指路。一位卖

头巾的姑娘告诉记者：“巷子里的人对石伯伯很

熟悉。他坚持 40多年义务给大家放电影，让我们

很敬佩。我小时候最期待看他放的电影。”

石志光家中有一间不足 20 平方米的小屋。

屋里的家具古朴而陈旧，两个音箱上摆放着鲜

花。一台高高架起的放映机给屋子增加了几分现

代化气息。书柜里的奖杯、荣誉证书熠熠生辉。

石志光说，他的电影放映生涯是从延安开

始的。

小学五年级时，石志光被延安民众剧团选为

小演员，出演少年雷锋。其间，他深受延安精神熏

陶和雷锋精神感染，立志要做像雷锋一样为人民

服务的战士。

当时，延安的电影放映队和剧团在同一个大

院。石志光没事就去向他们请教电影放映技术。

学会后，他便跟着老师们放映电影，十几岁的石

志光还没有放映机高。放电影时，他就踩个凳子

爬上去捣鼓放映机。来看电影的群众纷纷感慨：

“这么小的娃就能放电影！”这话听得石志光心

里美滋滋的。

1977 年，石志光将原计划用于办婚礼的 800

元积蓄买下一部二手胶片机，从此开启了义务放

映生涯。

第一次正式放电影的情景，石志光至今

记忆犹新。“1979 年的一个傍晚，我用自行车

驮着放映设备和租来的电影拷贝，走进了西仓

部队的营区。为了让战士们和街坊邻里都能观

看，我专门带来两个音箱，一个面朝军营，一个

面朝街巷，并把银幕搭建在部队的大门口。”当

电影《雷锋》的画面呈现在官兵和群众眼前时，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次放映给了石志

光极大的鼓励。电影结束时，部队领导问他啥

时候还来，石志光回答：“只要大家需要，我随

时能来！”

当时在电影厂租一个新片子约 50 元，而石

志光的月工资只有 40多元。为了能继续放电影，

他公休日给菜农拉车，在火车西站扛包、装卸货，

甚至去街上捡塑料瓶、硬纸板等卖钱。石志光有

一份稳定且收入不错的工作，但为了义务放映电

影，他日子过得十分拮据，有时候全家一个月都

不买肉……

40 多年间，石志光更换了 11 套放映设备，

其中最贵的高达 20 万元。他没有收过群众一分

钱，没有吃过群众一碗饭，没有向政府要过任何

津贴。这些钱，都是他从工资里抠、生活中省、下

苦力换的。

从 2008 年开始，原来的胶片电影逐渐被淘

汰。石志光便买了全新的数字电影放映设备。当

时，60 岁的他从电脑开关机开始，从头学习数

字电影放映技术。现在，他已会熟练制作PPT。每

次放映电影时，他都要根据放映内容和观看对象

制作图文并茂的PPT，并写入自己的理解与感

悟，在片头播放。

因为石志光在工作岗位贡献很大，有一

年，单位决定给予他 5 万元奖励。颁奖仪式上，

石志光当场宣布将奖金捐给厂里的困难职工。

厂领导很感动，对他说：“你不是来领奖的，你

是来给大家上课的！”这些年来，石志光将自

己的所有奖金悉数捐献。他所有的收入，除了

维持生活开支和放电影，其他都用于给军队买

慰问品、给学校买书籍、交特殊党费。

石志光说：“我所做的，只是像雷锋同志一

样，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

中去。为人民服务是纯粹的，不应从中获取任何

利益。”

1999 年，他救起 4名溺水者，

其中2名小学生；

2000年，他救起2名溺水者；

2001 年，他救起 8名溺水者，

其中6名中学生；

2002 年至 2006 年，他救起 3

名溺水者；

……

21年间，他先后救起 24名溺

水者，打捞了9具遗体。

他叫刘波，是国网陕西省电力

公司汉中供电公司一名普通职工，

也是群众心中的“汉江守护神”。

9 月 5 日，在汉江边，刘波一

边走着，一边给我们讲述着一次

次救人的经历。这位憨直的陕南

汉子瓮声瓮气地说：“只要我还

游得动，我还会去救人！”

一次遗憾促使他一辈子坚守

1998 年 8 月的一天，正在汉

江边带着儿子玩水的刘波，忽然听

到急切的呼救声。刘波随即领着儿

子赶往呼救的地方，只见一名年轻

女孩指着江面焦急地大喊：“救救

他！快救救他！有人落水啦……”

见此情形，当时水性还不太好的刘

波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江里！遗憾

的是，当落水男孩被救上岸时，已

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后来刘波得知，落水男孩是一

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自农村，已经分配到汉中市西

乡县某高中任教，第二天就要去单位报到。

刘波叹息道：“我也来自农村，知道那个年代农村

能出一个大学生是多么不容易。刚刚毕业就这么走了，

他的家人咋能承受得了呀！”

第一次未能及时救起落水者，让刘波非常痛心。从

那以后，他对溺水预防、急救像着了魔一样，一有时间就

看书查资料、和泳友交流，还自掏腰包购买救生用品。

救人既要勇气也要技巧

2000 年 8月的一天。刘波游泳后上岸休息，忽然

发现一名男子在水里忽上忽下。“不好！”他没多想，一

头扎进河里，快速游到那名男子身旁施救。

出于求生本能，溺水男子紧紧抱住刘波。刘波深知

这样两人都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他努力挣脱溺水男子

的搂抱，绕到其身后，牢牢钩住男子脖子，艰难地游到

岸边。溺水男子得救了，而筋疲力尽的刘波，则趴在一

旁吐得一塌糊涂。

这次惊险的救援经历，让刘波明白，救人不光需要

勇气，还需要技巧。于是，他调整救人技巧和方法，下水

前，必带一个浮漂和一段2.5米的长绳，以备应急使用。

为了防止施救时溺水者抓头发，他一直留着短发。

“终于找到你了，救命恩人！”2017年 7月 23日

上午，来自浙江宁波的赵龙找到刘波工作的办公室，一

进门，就紧紧地抱住了他。

赵龙是宁波市江南中学的一名教师。2012 年 7

月 23日下午，来汉中会友的赵龙与朋友在汉江游泳，

刚游到江心，右腿便开始抽筋，身体向下沉。

此时，刚游完泳在岸边休息的刘波，忽然发现有人

溺水，便毫不犹豫跳下水，拼尽全力向溺水者游去。救

起溺水的赵龙后，刘波没有留下姓名，转身悄然离去。

这一转身，却让赵龙苦苦寻找了5年。

像这样冒着生命危险救人的事例，对刘波来说数

不胜数。在他看来，这已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刘波心里清楚，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发动更

多的人参与进来，才能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

1998 年，刘波和一些泳友创立了汉中市冬泳协

会，一方面可以锻炼体魄，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发动更

多的人参与到溺水救援行动中来。在他的带动下，协会

中大部分成员都成为汉江边的义务救生员。

经过20余年的发展壮大，汉中市冬泳协会成员现

有500多人，他们中有教师、警察、医生、公务员等。20

余年来，该协会累计挽救了100多个鲜活的生命。

2017 年 3月,刘波被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授予

“2016年度十佳社会公德模范”称号；2017年 6月,他

入选“陕西好人”；2018年 9月，他又荣获“陕西省第五

届道德模范”称号。今年9月 5日，刘波荣获“第七届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10年前，她是一个平凡的乡村小裁缝，终日帮

客户缝缝补补；10年后，凭着诚信创业致富，她成

为远近闻名的企业家。致富不忘本，回馈家乡献爱

心。她就是榆林市谢老大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海

琴。9月5日，她荣获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追梦南下学制衣

谢海琴出生在榆林市佳县方塌镇一个偏僻

的小山沟，家境贫寒，祖祖辈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

民。为了照管体弱多病的奶奶、供哥哥上学，谢海

琴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

19岁那年，谢海琴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南下铜

川，开始追寻梦想，恰逢铜川市服装厂要开设一个

服装裁剪缝纫培训学校，正在招收学员。就这样，

谢海琴来到了培训学校。一向不服输的她，一边学

手艺，一边学文化；培训结束时，她从 120多名学

员中脱颖而出，理论和实践考试均为第一名。

毕业时，校长、厂长找她谈话，劝她留在服装

厂，可谢海琴心里有着更大的抱负。

“如果信用没了，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

从铜川回到家乡，谢海琴走上了创业之路。

她在方塌镇办起了“小草时装店”，那会儿给顾

客裁个裤边 1 元钱、换个拉链 1 元钱。虽挣不了

多少钱，但她从来没有马虎过。她总是说，衣服

是顾客花了几十元、几百元买的，如果给人家裁

不好，就把好衣服糟蹋了。由于谢海琴手艺好、

人实在、守信用，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创业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2005年，谢海琴

来到榆林，开了一家服装店，之后又逐渐发展成为

一家制衣公司。2012年，公司扩建厂房需要大笔

资金，事业发展到了最困难的时期。尽管职工都表

示工资可以推迟发放，要把资金投入到生产上。然

而，谢海琴牢记当初的承诺，全部按时结清职工工

资。她说：“职工挣的是血汗钱，是养家糊口的钱，

再缺钱也不能拖欠职工工资。”

有一次，谢海琴刚和一家酒店签订了一批服

装加工合同，没想到随后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

若按合同履行，她不但挣不到钱，反而会亏损两万

多元。对方得知情况后，主动提出适当提高交易价

格，可谢海琴拒绝了。她说：“钱赔了还可以挣，如

果信用没了，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

回馈家乡献爱心

数十年艰苦创业，谢海琴从服装店小老板

成为民营企业家。她致富不忘本，常说：“我是

从农村穷山沟里走出来的，在我有能力帮扶乡

亲时，我有责任去帮扶他们。”于是，谢海琴在家

乡办起了培训班，广招学徒，先后教会了 200 多

名学徒。他们当中，有的在榆林各县区服装厂

上班，有的自己开服装店，日子越过越好。更为

重要的是，谢海琴不但教他们手艺，更教他们做

人。她说：“艺好不如人好，要做好事先要做好

人。”谢海琴的为人处世，不但赢得了学徒的爱

戴，也赢得了群众的称赞。

随着生活的好转，村民的就业安置成了谢

海琴操心的头等大事。20 岁的高红梅原来在

餐馆当服务员，通过佳县人社局推荐，认识了

谢海琴。谢海琴将高红梅带到自己的公司，手

把手地教她裁剪加工、缝衣修补。高红梅仅用

几个月就学会了制衣手艺。几年来，谢海琴已

先后解决家乡 200 余人就业，其中 50 多人为

残疾人。

康全鑫：点滴之间见诚信
陕西日报记者 刘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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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风采

石志光：42 年义务为群众放映电影
陕西日报记者 刘居星

谢海琴：诚信是企业最大的财富
陕西日报记者 王帅

公 示 为落实铁腕治霾工作要求，推动我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经市铁腕治霾指挥部审定，现将2019年8月各县区空气质量改善情况予以公示。

2019 年 8 月份各县区空气质量改善程度情况

注：（1）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是综合考虑 SO2、NO2、PM10、PM2.5、CO、O3 等六种污染物污染程度的参数，综合指数值越大表明空气污染程度越重。

    （2）改善程度按较去年同期下降（以“-”表示）或增长百分比排名。

宝鸡市铁腕治霾指挥部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9 日

区域 县区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及改善程度 优良天数及改善程度 PM2.5 浓度均值及改善程度 PM10 浓度均值及改善程度 臭氧（O3）浓度均值及改善程度

8月 同比（%） 排名 8月 同比 排名 8月 同比（%） 排名 8月 同比（%） 排名 8 月 同比（%） 排名

市区

金台区 3 -15.5 1 29 增加 3天 2 21 -25 2 43 -21.8 1 157 -5.4 4

高新区 3.15 -12.5 2 25 增加 5天 1 20 -25.9 1 45 -21.1 2 166 -7.8 2

渭滨区 2.83 -9 3 29 增加 2天 3 18 -25 2 38 -11.6 3 154 -7.2 3

陈仓区 3.29 -7.6 4 28 增加 1天 4 23 -23.3 3 52 -7.1 4 145 -8.8 1

川塬县

岐山县 2.77 -17.1 1 24 增加 7天 3 20 -35.5 1 34 -12.8 2 175 -4.4 4

眉  县 3.01 -16.2 2 27 增加 10 天 1 21 -25 3 46 -17.9 1 161 -13.9 2

扶风县 3.05 -12.6 3 24 增加 8天 2 24 -22.6 4 39 持平 4 171 -10.9 3

凤翔县 2.7 -12.3 4 30 增加 6天 4 18 -30.8 2 36 -5.3 3 142 -16.5 1

山区县

凤  县 1.98 -15 1 31 持平 3 14 -22.2 3 26 -13.3 2 90 -15.1 2

陇  县 2.63 -12.9 2 28 增加 6天 1 18 -25 2 32 -15.8 1 157 -11.8 4

麟游县 2.63 -12.9 2 30 增加 6天 1 18 -35.7 1 40 2.6 5 134 -21.2 1

太白县 1.82 -12.5 3 31 持平 3 12 -25 2 19 持平 4 118 -4.1 5

千阳县 2.66 -10.4 4 26 增加 4天 2 20 -13 4 38 -9.5 3 142 -13.9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