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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农历腊月二十一的西安早晨， 大雪纷
飞，遍地银装。 陕西省人民政府大楼对面，省人大常
委会招待所门前高高的台阶上，有两个年过花甲的
男人。 他们身穿草绿色军大衣，一步一步小心地往
下走。 通过宽阔的广场时，脚下的积雪被踩得“咯
吱”作响，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他们径直向省政府
慢慢前行。

省政府门前值勤的干警注视着这两位不速
之客：是流浪汉？ 着装不像。 是上访人员？ 气质不
像。 两位“雪人”走上前去，礼貌地告诉值勤干警，
他们来自安康， 应约来见省领导汇报慈善项目 。
他俩一位是安康市慈善协会会长熊邦高 ，一位是
常务副会长张培祥 。 值勤干警消除疑虑 ，被他们
的精神所感动 ，帮他们抖去身上的落雪 ，让他们
进了大楼。

他们此行收获颇丰， 获得了 2000 套学校课桌
凳的援赠，还有 7 座慈安桥项目。 尽管古城西安寒
风扑面，他们却在漫天大雪中爽朗地笑了！

土生土长，从政为民

熊邦高， 上了年纪的安康人再熟悉不过的名
字。 因为他平易近人、和气善良、关心群众，常常走
街串巷体察民情， 与各阶层的人都能亲热地打交
道，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领导。

1938 年 10 月 8 日， 熊邦高出生在原安康县恒
口区高剑乡安民村一户农民家中。 他不满周岁父亲
就过世了，由母亲一手拉扯大。

上中学后， 熊邦高一直是品学兼优的班干部、
学生会干部，1958 年被永红中学保送上安康师范学
校，1960 年入党。 1961 年从安康师范毕业后，被分
配到安康中学工作。1962 年 5 月至 11 月，他响应党
的号召，回家务农，同年 11 月至 1969 年 9 月先后
在原安康团县委、安康县委办公室工作。 1969 年任
原安康县张滩公社革委会主任、 党委书记，1971 年
任大河区委书记、 革委会主任，1976 年调任五里区
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79 年之后，他先后任宁陕县
委常委、副县长、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1984 年任
平利县委书记，1988 年任陕西商洛地区行署副专
员。1990 年调回安康，先后任安康地区行署副专员、
常务副专员、地委委员、地区人大工委主任，2000 年
光荣退休。

熊邦高从政 40 多年来，无论岗位如何变化，他
始终不忘初心使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勤奋努力，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他的领导风范和人格魅力，给当地干部群
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担任领导时，虽然很年轻，但
他胸怀宽阔，从不嫉贤妒能，大力培养使用有能力
的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后来他们都走上了重要
领导岗位。

熊邦高很早就重视城市规划建设。 在任宁陕县
委书记时，宁陕县城还是一片河滩，两岸零星的民
房已陈旧不堪。 是他高瞻远瞩，用超前的眼光为县
城规划和建设开路。 平利县也是如此，是他扩展新
城区，拉大城市骨架，经过历届干部群众的努力，才
有了今天平利的崭新面貌。

在商洛地区任副专员后期，省上有意调他到省
上某厅担任领导，他向组织提出自己年迈多病的老
母亲远在安康，希望能就近照顾，以尽孝心。 组织上
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重回安康任安康地区行署副
专员。

心怀大爱，慈善救灾

2000 年退休后， 熊邦高毅然投身慈善事业，退
而不休，以全新的方式坚持为群众做好事，为人民
谋幸福。 他常常动情地说：“我是农民子弟，我一生
的任务就是做人民的服务员，我一生的精力只能奉
献给人民。 ”“虽然现在我退休了，但我并不放松对
自己的思想改造，并不降低我做人的标准。 ”“我在
家乡工作了几十年，人民养育了我几十年。 退休以
后如果说还有一点余热的话，我愿把它奉献给慈善
事业。 ”“慈善事业是为广大弱势群体服务的。 当我

们付出努力，人们从中得到一些救助，那对我来讲
是一份收获，也是一份快乐。 ”“从事慈善事业是艰
难的、辛苦的，更是快乐的。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做的。

为了适应安康地区撤地设市的需要，省、市决
定在原安康广播电视慈善协会的基础上 ，成立安
康市慈善协会。 熊邦高众望所归，于 2001 年 5 月
当选为首任会长 。 从上任之日起 ，他就以优秀的
思想品质 、高尚的人格魅力和身先士卒 、吃苦耐
劳的精神 ，带领一班人雷厉风行地展开了全市的
慈善工作 。 一次次动员 、一场场募捐 、一回回救
灾，一座座慈安桥修建 、一幢幢校舍落成 、一条条
景区公路通车……熊邦高都亲自策划 、 督办 、总
结 。 面对工作量大面广线长 、繁琐细致人少的实
际，他始终做到指挥有方、张弛有度。

从 2001 年 5 月上任，到 2007 年 4 月卸任 ，短
短 6 个年头 ，熊邦高和他的团队共在国内外募集
善款 2088 万元，其中 737 万元为 8 个县区 9 万多
灾民解决了急需的吃 、穿 、住问题 ；524 万元用以
新建学校 21 所，维修校舍 4 所，解决了 6000 多名
小学生无处读书的困难 ；275 万元用以建慈安桥
102 座，解决了 12 万村民过河难的问题；140 万元
资助了 528 名贫困大学生，圆了他们的大学梦；用
88 万元对 609 名贫困残疾青年进行技能培训 ，其
中 90%得以就业； 投入 123 万元向城乡特困户送
温暖 ，解决 7600 多特困户过年的困难 ；修建香溪
洞、龙王山两条风景区水泥公路 9.1 公里，促进了
景区开发和周边村民致富 。 另外 ，还争取到世界
宣明会投入超过 2000 万元的儿童综合开发项目 ，
该项目实施期为 14 年，现已在白河县实施。 一串
串的数字 ，凝聚着多少艰辛和付出 ，饱含着多少
故事和深情。

2002 年 6 月 9 日，宁陕境内普降暴雨和特大暴
雨，该县四亩地镇受灾严重，街道变成河滩，千年古
镇顷刻消失。 身为安康市慈善协会会长的熊邦高闻
讯后，第一时间积极对外联络，紧急筹集资金，先后
6 次冒着高温酷暑， 陪同国际救援组织有关负责人
到现场考察灾情，商定救助项目，制定救助方案，每
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当地农民群众看到年过花甲
的老人一次次亲临前线参与救灾，感动地说：“你们
是灾民的贴心人，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此次宁陕救
灾安康市慈善协会共募集善款 228.56 万元，其中国
际救援组织提供资金 214.56 万元。

2003 年 8 月 29 日，石泉县遭受重大洪涝灾害。
时年 65 岁的熊邦高于 9 月 3 日和宣明会西北区域
办、省慈善协会相关负责人，踏泥泞、涉急流、爬陡
岩，实地查看灾情。 此次石泉救灾中，安康市慈善协
会共组织慈善资金 155 万元，其中世界宣明会提供
救援资金 140 万元， 对 4 个重灾镇实施了紧急救
援，修建了 3 所水毁学校。

在救灾的过程中， 熊邦高有时会面临生命危
险。 那天从石泉救灾返回安康已是午后，行至一桥
桥头，熊邦高提出要去汉滨区瀛湖镇查看灾情。 当
时去瀛湖镇只有江南一条经吉河向西的路，当他们
乘坐的小车行至吉河往西几公里的地方时，险情发
生了！ 车前突然由山上滑落下一整块比小车还大的
石头挡住了去路。 车刚停下，车后的泥石流飞驰而
下，截断了后路。 汽车的轮胎被埋在泥石流中，车不
能动，人不能出。 无助之下，他们只好先电话求救，
但因泥石流阻隔，人车都无法向他们靠拢。 他们又
向市公路部门求援， 待挖掘机和铲车赶到现场，先
清理了车后的泥石流， 又用炸药炸碎了车前的巨
石，这才得以脱险。

助残培训，授人以渔

说到慈善，不能不说助残。 安康市慈善协会创
建的安康贫困残疾人技能培训基地，是安康慈善事
业的一大亮点， 得到了省慈善协会和安康市委、市
政府的充分肯定和支持， 全省现场会在安康召开，
还邀请了外省有关单位参加。

残疾人是社会的特殊群体， 是建设和谐社会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安康地处秦巴山区 ，残疾人
中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线以下。 熊邦高和他的团队
自加压力 、克难奋进 ，在省慈善协会和省 、市有关
方面的高度重视下 ，由市扶贫办 、市慈善协会 、市
阳光学校牵头 ，市教育局 、市残联等单位积极协
助 ，成立了贫困残疾人技能培训基地 。 他们分期
分批免费招收贫困残疾人 ，根据不同情况分专业
班组织相应的培训。 充分利用阳光学校原有的校
舍、师资、教学设施 、生产设备 、实习基地 ，发挥特
教工作者潜能 ， 完善了阳光学校的自身功能 ，提
高了社会效益 。 他们想方设法 ，巧妙地把教育部
门 、扶贫办 、残联等部门的经费和社会募捐资金
捆绑使用 ，集中财力办培训基地 。 市慈善协会抽
专人负责管理资金 ，精打细算 ，保证每一分钱都
用在刀刃上。他们用 88 万元培训了 609 名贫困残
疾青年，90%的受培训者或就业或自己开店 ，当起
了小老板，实现了自食其力。

残疾青年的培训并非易事，先是选学员，在什
么地方选 、什么标准 、什么条件 、有什么要求 、名
额如何分配等等都需仔细斟酌。 再就是一群残疾
程度不同 、家庭背景不同 、居住地址不同 、生活习
惯不同、文化基础不同 、接受能力不同 、年龄性别
不同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 ，除了因人施教 、因人
施策和技能培训外 ，还有包括生活起居 、头疼脑
热等在内的其他问题，都要考虑周到，安排妥当。

经过培训的年轻残疾人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典
型 。 比如汉滨区茨沟镇白岩村的付远明 ，培训结
束后 ，在熊邦高多次赴茨沟协调下 ，办起了茨沟
镇第一家打字复印店和电脑培训班 ，一年中培训
60 多名健全待业青年和残疾人，使他们掌握了电
脑应用维修技能。 2007 年 4 月 ，付远明当选为茨

沟镇残疾人协会主席、市慈
善协会茨沟分会会长 ，被评为
“全省残疾人自强创业模范 ”。
2008 年， 他被推选为北京残奥会
火炬手 ， 获得一系列荣誉 。 2009
年 ，茨沟镇残疾人协会被国务院授予
“残疾人之家”。 2010 年 ，付远明被茨
沟镇政府聘为有百余院民的中心敬老院
院长。 现在他又创办了慈善老年学校，在
基层开展以 “文化养老 、健康养生 ”为特
色的慈善服务项目， 让慈善之花开放得更
加绚丽多彩。

旬阳县侏儒症患者王庭德参加安康残疾
人技能培训后， 经熊邦高介绍到付远明店里
打工。他还刻苦学习写作，常在报刊发表作品，
出版了自传体小说 《这个世界无须仰视 》。 2010
年，王庭德被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2012 年任
省残疾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还有石泉县喜河镇
的刘佳帅 、唐明辉 、冉立军 、熊华超等 ，他们通过
在残疾人技能培训班学到的技能， 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获得了自己的位置，为生命赢得了尊严。

安康市慈善协会在熊邦高的领导下， 不仅关
注着安康境内的扶老 、救残 、济孤 、助贫 、赈灾事
宜，还将爱的目光投向远方 。 2004 年 12 月 ，印度
洋发生海啸。 2005 年 1 月 12 日，市慈善协会在安
康白天鹅广场发起了大规模的赈灾募捐义演活
动。 安康知青艺术团自编自导自演， 唱出了爱的
心声， 人群涌向捐款箱慷慨解囊。 慈善感动了安
康，慈善也让安康回馈世界。

有耕耘就有收获。 熊邦高和他的团队所做的
一切 ， 上级组织看在眼里 ， 人民群众记在心上 。
2010 年，熊邦高被评为全省慈善优秀工作者 。 安
康市慈善协会被评为全国慈善工作先进集体 ，连
续三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抗洪救灾先进集体。

积善立家，大爱兴家

熊邦高这一生是辛苦的，也是幸运的。 工作、事
业有党的厚爱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可谓一帆风顺。
婚姻、 家庭有贤惠善良的妻子和两个优秀的儿子，
可谓后顾无忧。

熊邦高和他的夫人任宝玉是初中同学，一个是
帅气十足的学霸，一个是仪容俊秀的校花，令同学、
同事敬羡不已。 在他们如胶似漆，即将走向婚姻殿
堂时， 发生了一段让众人更加敬佩的插曲。 熊邦
高和任宝玉同时被永红中学保送到安康师范 61
级就读，毕业后熊邦高被分配到安康中学工作，任
宝玉去了镇坪县当教师。 第二年， 国家进入了困
难时期 ，党中央 、国务院发出精减干部 、到农业第
一线的号召。 此时已是中共党员的熊邦高经过反
复思考 ，觉得自己家在农村 ，有田有地 ，回家参加
农业生产顺理成章， 但他的思想深处又放不下相
知相爱多年的女朋友任宝玉。 公与私的较量考验
着年轻的共产党员熊邦高，最后他还是痛下决心，
带头报名回农村。 但给任宝玉和爱情的这份答卷
该怎么交？ 度日如年般过了几天后， 他在煤油灯
下含泪给心爱的人写了一封长信 。 他告诉她 ：我
已返乡务农， 为了不影响你的前途， 咱们分手吧
……任宝玉收到这泪痕斑斑的信大吃一惊， 只身
一人一路打听， 好不容易找到了熊家。 两人见面
后， 没有更多的寒暄便抱头痛哭。 熊邦高一番解
释， 任宝玉一番海誓山盟的坚定表白： 这辈子永
远不离开你 ！ 他热泪奔涌……1964 年 ，任宝玉走
进了熊邦高在安康县委大院里一间 10 多平方米
的宿舍，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

熊邦高虽然爱妻爱子爱这个充满温馨的家 ，
但他也有对不起家人的时候。 几十年来他一心扑
在工作上，家务事很少。 两个儿子的上学、工作他
也顾上，连孩子们的出生年份都记不清，更别说生
日了。 难怪儿子们说他们一生缺少父爱。 任宝玉
在学校曾有过提拔和选派去陕师大进修两年的机
会， 但都因为家庭放弃了。 更让熊邦高愧疚的
是， 他甚至连续十几年没在家与妻儿吃过团年
饭。

1976 年， 熊邦高任安康县五里区区委书
记， 区机关食堂的炊事员是当地一个年近 40
的孤寡聋哑人，做得一手好饭菜。 为了解决
他的生计， 区民政部门安排他在区机关做
饭。 熊邦高是个天生就有爱心的人，对这个
孤残人疼爱有加， 年年除夕都在区机关
陪他吃团年饭 ，这一陪就是多年 。 后来
熊邦高频频调动到外县 、 外地区工
作，他仍坚持年三十回五里区陪这个
聋哑人过年。 有一年熊邦高在商洛
工作，因交通不便，待到团年时 ，
熊邦高还不见人影，这个聋哑人
哭闹着不吃饭， 五里区机关值
班人员不解其意。 待到天黑鞭
炮齐鸣时，看到心中盼望的熊
书记风尘仆仆地出现，他顿时
破涕为笑 ，手舞足蹈 ，捧出早
已准备好， 还在笼屉里热
着的年夜饭， 两人高兴地
吃着、喝着、比划着……此
情此景胜过和亲人、 家人
团聚。后来这个聋哑人
老了 、病了 ，在五里卫
生院，熊邦高和任宝
玉多次带礼品专程
去探望。 他去世后，
夫妻二人又亲临吊
唁。 这就是大爱，这
就是熊邦高其人！

慈慈 善善 老老 人人 熊熊 邦邦 高高
通通讯讯员员 李李建建国国 张张本本中中

熊邦高、任宝玉生活照

熊邦高与世界宣明会负责人伍杰在一起

熊邦高陪同领导视察

熊邦高在宁陕四亩地镇查看灾情

多方筹集善款

熊邦高查看慈安桥建设

熊邦高常常深入田间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