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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迪：“85后”孝老爱亲好榜样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yw@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小学时就常陪妈妈看病主动帮忙做家务
■读大学期间多次参加关爱空巢老人的活动
■人生第一笔工资为35位老人买了“爱心鸡蛋”

她， 是一名85后青年， 7岁
时母亲患了乳腺癌， 12岁时父亲
因公殉职； 她一边读书， 一边与
母亲照顾着四位老人。 在学校她
是优秀班干部， 学习优秀， 乐于
助人； 在社区她是好居民， 用人
生第一笔工资孝敬35位老人……
她就是在苦难中微笑着前行的北
京银行员工黄迪。

12岁就用小手撑起大家

黄迪小时候家庭美满， 妈妈
是城乡贸易中心的会计， 爸爸是
北京长途汽车公司的司机。 可在
她7岁上小学一年级时， 妈妈不
幸患上乳腺癌， 手术后病情虽然
好转， 但身体一直虚弱， 从此，
家庭的重担落在爸爸身上。

2002年5月 ， 黄迪12岁 ， 不
幸再次降临这个家庭， 父亲在执
行公务期间， 突发脑溢血， 不幸
因公殉职。 面对残酷的现实， 黄
迪与病重的母亲撑起家， 悉心照
顾姥姥、 姥爷、 爷爷、 奶奶四位
老人。 一个12岁的孩子， 买菜、
做饭、 洗衣， 她样样都做。 “每
个人都应该孝敬长辈， 更何况是
自己的亲人。” 黄迪这样想， 也
这样做。

爸爸去世后， 妈妈愁白了头
发， 黄迪看在眼里， 疼在心上。
她对妈妈说： “您还年轻， 我帮
您染染头发吧， 肯定不会伤到皮
肤。” 这一染就是十几年。 黄迪
经常陪妈妈到医院复查， 还和妈
妈沟通交流、 互相勉励。 一些劳
力活儿 ， 黄迪主动去做 ， 搬东
西、 换灯泡、 打扫卫生……

在照顾妈妈的同时， 黄迪还
替妈妈给姥姥、 姥爷、 爷爷、 奶
奶尽孝心。 平日里， 她经常陪着
姥姥、 姥爷聊天， 做些长辈喜欢
的事情； 周末有空， 就去帮他们
做家务。

2007年， 黄迪在宏志中学读
高三， 临近高考时， 姥姥腿骨折
了。 黄迪一边复习功课， 一边包
揽了姥姥生活的全部琐事， 给姥
姥洗澡， 更换衣物等， 还时常去
奶奶家看望奶奶， 替去世的爸爸

尽一份孝心。

乐观好学才艺样样出众

黄迪是个出生在1989年12月
份的小姑娘， 只差了几天， 她就
成了 “90后 ” 。 不过 ， 她有着
“90后” 小姑娘的所有特点， 性
格活泼、 爱说爱笑、 爱拍照。

爸爸对她的严格教育， 妈妈
对她的悉心培养， 让她变成了一
个多才多艺的孩子 。 长笛 、 书
法、 舞蹈、 游泳， 多项特长都取
得了很好的成绩。 而在学习的过
程中， 也得到过许多人的支持、
鼓励与帮助， 因为他们， 让黄迪
在艺术这条路上没有退缩， 而是
坚持了下去。 初中时就顺利地考
取了中央音乐学院 “9级” 证书；
书法 （软硬笔） 也获得过许多荣
誉， 市艺术节、 全国等不同级别
的一等奖， 金奖等。

当然， 在取得这些成绩的背
后， 她深知得到了学校、 老师和
同学们的帮助与支持， 应将所学
的知识、 特长服务于学校， 服务
于社会。 从小学起， 黄迪就担任
学生干部 ， 多次被评为三好学
生 、 优秀学生干部等 。 在初高
中， 黄迪作为宣讲团成员， 去过
多所学校演讲。 大学期间， 黄迪
更是作为优秀学生代表， 给全校
作过多次个人事迹报告。

2012年， 黄迪就读的北京工
商大学经济学院还专门为她举办
了一场 “弘扬雷锋精神、 学习身
边榜样———孝星黄迪感人事迹报
告会”， 她的事迹让在场的师生
流下了泪水。

大学期间， 作为学生党支部
书记的她， 严格要求自己， 工作
学习都很优秀 。 她的特长也不
少， 长笛九级， 书法获得过许多
荣誉， 经常参加校内外各种书画
展。 此外， 黄迪通过不同渠道，
参加关爱空巢老人的活动， 黄迪
和志愿者们， 给老人们唱歌、 说
相声， 给他们带去欢乐和温暖。

送“爱心鸡蛋”回馈乡邻

2013年 ， 黄迪大学毕业前
后， 来到前门街道加入社区百姓
宣讲团， 成为道德讲堂 “我的梦
中国梦” 宣讲团成员。 在邻居们
的眼中， 黄迪不仅在家里孝敬长
辈， 在楼门、 社区， 也积极参加
公益活动， 经常清洁楼道、 参加
值班巡逻、 向灾区捐款捐物。

2013年8月底 ， 黄迪参加工
作后， 领到人生第一笔工资， 她
没有请朋友吃饭、 没有给家人买
礼物、 没有给自己买衣服， 也没
有存起来。 而是用这笔钱做了一
件事情， 让她所住的前门东大街
14号楼全楼的居民又惊讶又感
动。 这个楼里有35户人家有七八
十岁的老人， 黄迪给每户发了5
斤 “爱心鸡蛋” 票。

这35户人家的老人， 黄迪全
都很熟悉。 为了方便老人领取，
她在家里制作打印了 “鸡蛋票”。
每一张的上面 ， 写着 “孝老爱
亲”， 上面还写着 “祝爷爷奶奶
们健康长寿”。 “这些爷爷奶奶
看着我长大， 这么多年， 他们也
给了我和我家很多的照顾， 我有
了工资， 应该送他们点儿礼物。”
黄迪说。

去领鸡蛋的时候， 有的老爷
爷老奶奶们挥舞着 “鸡蛋票 ” ，
一边高喊着 “我来领爱心鸡蛋
喽”， 一边走进了小商店。 有一
位80多岁的老爷爷领到鸡蛋票
时， 大笑着说自己 “一定能活到
90多岁。”

黄迪的妈妈回忆， 当时， 刚
知道女儿要给楼里的老人们送鸡
蛋的时候， 她真的吃了一惊。 虽
然她心里一直觉得女儿是孝顺、
懂事的孩子， 老街坊们都很喜欢
黄迪。 但她没想到， 女儿能做这
样一件不忘感恩回馈社会之举。
“这样一份孝敬老人的 ‘爱心鸡
蛋’， 是黄迪给自己步入社会的
一份珍贵的礼物。”

提起李红星爱钻研爱发明的
事， 在八方达延庆分公司技术部
门里可以说无人不晓。 小到一件
得心应手的工具、 大到能够解决
生产难题的机器设备， 多年来，
经他设计或改造物件恐怕连他自
己也记不清了。 因此， 他成了大
家公认的汽车维修革新能手。

李红星是一个非常有 “心
计” 的人， 当工作中遇到棘手的
问题时， 他总会一声不响地细心
观察摸索规律， 然后开始埋头设
计改造方案， 并不厌其烦地反复
修改和调试， 直到真正符合生产
需要为止。 汽车制动器的调整装
置凹陷在刹车盘内， 普通的扳手
无法进行深入操作， 他就把扳手
改造成一个大Z型， 极大地提高
了工作效率。 刹车蹄支撑销嵌入
在承孔内， 拆卸时非常吃力， 他
就用一根支撑杆加上一块滑动的

配重铁 ， 制作了一个惯性拉拔
器， 使拆卸工作变得更加快捷省
力。 由他设计制造的空气滤芯清
洁机和变速箱拆装举升设备 ,双
双获得公交集团2013年度科学进
步三等奖。

其实李红星的学历并不高 ，
在校教育仅仅是高中毕业， 参加
工作之初对汽车维修理论可以说
是一窍不通， 可自从干上汽车维
修工后就对这项工作产生了深深
的热爱。 当年的老师傅都清楚地
记得这位干活冲在最前面从不说
累， 工闲时总是没完没了讨教技
术的憨厚小伙子。 休息时其他伙
伴都去休闲购物或谈情说爱了，
他却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书学习，
从汽车构造到维修理论、 现代汽
车发展状况等等书籍都是他涉猎
的目标。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
近30年的历练， 李红星的实践经

验和理论素质积累了深厚的功
底， 也为他后来的各种技术革新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人戏称李红星是二手破烂
王， 这是因为他最喜欢去的地方
就是废品回收站 ,很多在别人眼
里一文不值的破烂他却如获至宝
般的掏钱买下来， 而他的许多设
计制造也正是利用这些收集的破
烂完成的。 一堆破铜烂铁经过他
的精心改造瞬间华丽变身为高大
上的实用设备， 一只旧角磨机变
成转轴驱动器， 一坨废铜块被制
成轴承拆卸设备。 几年来， 他没
有伸手向单位要过一分钱经费，
而他所设计制造的设备给企业节
省的资源和创造的价值却无法用
金钱去衡量。

善于修旧利废也是李红星的
强项， 现在汽车的零部件价格非
常昂贵动辄成千上万， 而拆换下

的零部件是否能够修复再用呢？
李红星在这方面动起了脑筋。 于
是他对每个有疑问的旧件进行拆
检， 只要是靠自己的技术能够修
复的零件绝对不当废品处理。

李红星还是个非常低调的
人， 每当有人夸赞他心灵手巧的
时候， 他会腼腆的羞红了脸。 有
人问他这样做图的是什么， 他的
回答非常朴实， “图的就是把活
干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