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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新时代退役军人新篇章

特别报道

退伍不褪色 , 退役不退志
王殿明就是一位保持军人底色，退役不退志，持续

奋斗为社会继续做贡献的退役军人。王殿明出生于
1953 年 7 月，17 岁入伍，20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为人实实在在，谦和礼貌，工作兢兢业业，部
队上有评比、提职晋升，他总是谦让着，不争名利、
不抢功劳，不出风头。从普通士兵升至正团职，
他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工作。

王殿明历任陆军军医大学士官学校（原
解放军白求恩军医学院）参谋、军需科长、军
务处长、军事教员等职，专业技术 7 级，上校
军衔，被评为全军三年通信工程建设先进个
人，多次荣立三等功。1973 年 7 月加入中国
共 产 党，历 任 党 支 部 书 记、党 总 支 委 员、校 党
委委员，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2001 年 7 月王殿明光荣退休，告别军营，奔
赴山海。回归地方，兵心依然。他退休之后进行了第
二次择业，办起了河北青华苑高校服务有限公司，组织
成立河北省和谐文化研究会，传承创新中华传统文化。他
想用自己的具体行动证明，人退心不能退，人老不能倚老
卖老，老了也要做于社会有益的事情。他的公司能挣钱，
效益年年增长，但他不会享受，仍然过着十分俭朴的日子。
2006 年开始，他用企业盈利回报生他养他的故乡——河
北省临西县万庄村，在一个废弃的沙坑上建起了万和宫。
从 2007 年 秋 落 成 开 业 以 来，已 经 有 200 多 万 人 次 到 这
里参观游览和休闲居住，许多新郎新娘也到这里来举行
别致的婚礼。每个大年初一，都有游客前来。这里便成为
大运河畔、冀南东部地区的一个文化旅游亮点。2014 年，
他又到秦皇岛北戴河修建圆梦园，天天忙得不亦乐乎。他
就是鲁迅所说的那种“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孺子牛，
是遵循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古训的奉献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退役军人
工作，习总书记曾指出：“退伍军人在自主择业后，找到一条适合
的路子，为国家继续作出贡献，很有意义。”

是为传承中华“和文化”、推助中国梦的自觉践行者。
风劲帆满图新志，砥砺奋进正当时

王殿明从部队退休二十多年以来，退而不休，
砥砺前行，他投身教育事业，投资兴建高校园区，

创办大学，兴学助教，与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特
色关爱学校、石家庄强化美术培训学校等院校
合作办学，培养出数万名大学生及社会需要
的专门人才；他投资农村建设，改变家乡面貌，
推 进 移 风 易 俗；投 巨 资 创 建 文 化 景 区，弘 扬
中华传统美德；他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和”
文 化 的 研 究、传 承 和 创 新 ,2006 年，开 发 建
设 万 和 宫 文 化 旅 游 景 区，被 评 为 国 家 AAA
级 景 区；2008 年，创 办 河 北 省 和 谐 文 化 研 究

会，主编《中国和学年鉴》《华夏和谐文化第一
村》系列丛书、《中华新二十四孝》《和之说》《史

伯研究文献辑录》等专著；2009 年，组织“中华新
二十孝大评选”活动，弘扬新时代孝道观；2020 年，

开始筹建“中华汉字田园”项目，传播与弘扬中华汉字文
化；常年坚持扶贫济困，向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河北省红十字会、石家庄市和平东路小学，以及慈善机构、
特困个人、救灾防疫捐款数百万元；他热心公益不图回报，
捐助贫困羸弱，地域跨越大江南北，仅 2021 年就捐赠上
百万元爱心款。

王殿明被国家、省、市多次表彰，被人称为慈善家、“当
代活雷锋”、“和之子”。王殿明曾先后获得 CCTV2008 年
度情系三农 • 新农村建设杰出贡献奖、CCTV2009 年度
十大三农人物提名奖、2013 年度《中华儿女》年度人物奖、
2017 年河北省电视台为老服务特殊贡献奖；被评为中国
网 事 • 感 动 河 北 2016 年 十 大 人 物、河 北 省 2016 年 十
大经济人物、2016 年河北省政协新闻网杰出人物、2017
年河北最美旅游人、2018 年河北省精神文明办河北好人、

（文 /李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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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王殿明还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捐款 5 万元，用于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石家庄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八休
养所组织捐款时，他又捐出 5 万元。

王殿明知道，给人物质上的帮助，是很有限的，因为他
也是一个普通人，生活简单，穿着布鞋；但通过弘扬社会
正能量，以及带动身边的人都来感受和参与到正能量建
设中，这一份力量会被无限放大，也能惠及更多人。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是王殿明的座右铭。接受
记者采访时，王殿明若有所思地说说：“为人民服务，一直
是我努力的方向！”

中华和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与传播者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
大精深。“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
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
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王殿明反复读着这段话，
心情更为激动。在他之前，有人提出“和合文化”的概念，
有人主张“和生学”的概念，官方又有“和谐文化”的提法，
而他就主张简化为“和文化”。他在职工中，提出了更为具
体的“学和的文化，说和的话，办和的事，做和文化的使者”
的口号。他和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的教授们商量，建立一
门中国式的“和学”，后来还注册成立了和学研究院，坚持
出版《中国和学年鉴》。

王殿明认为，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明，
老祖宗留下了这么多好东西决不能丢，一定要把优秀的
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尽管身边的意见不一，资金缺口大，
但王殿明已下定了决心：国内尚未有民间渠道的“和”文
化园区，“和”文化传承需要渠道和途径，总得有人来吃“第
一只螃蟹”，只要把这些好东西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艺术品、
展示品，那么，大家一定会喜欢。

王殿明在北戴河建设了一座圆梦园。这个园从 2014
年开始动工，首先树起了标志性的建筑中国梦碑，兴建了
中国梦馆、人民馆、思想家馆、圆和艺术馆、圆梦艺术馆，
建 起 了 和 尊 雕 像、大 同 碑、美 梦 园、中 国 知 青 园、三 农 文
化馆等设施。人们来到北戴河之滨，发现倏然之间挺起了
一座尚和追梦的新园林。圆梦园开业一年，已经接待游客
百万人次以上。

王殿明从普及的角度倡导“和美”，说和文化实际也是
和美文化，将“和”与“美”连结起来，便生出了更为丰富的
含义。这些都曾经被各大媒体广泛传扬。王殿明总结自西
周末期史伯以来的诸家“和文化”理论，写出一套三字经
式的《和经》，提出了“举和旗、求和道、生和美、和天下”的
和学宗旨。

他老当益壮、持之以恒，他是踏石有印，抓铁有痕的务
实者，是有壮士断腕、一诺千金气度的文化开拓者。他是

2019 年石家庄市优秀退役军人、河北省优秀退役军人、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2020 年石家庄市委组织部和老干部
局优秀离退休干部党员、2021 年河北新闻网建党百年优
秀个人。央视《新闻联播》、河北新闻联播等电视台栏目，
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党
建》《共产党员》等刊物，多次对王殿明的事迹予以报道。

退伍后，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彰显了王殿明的党心、党
性、党情与家国情怀，他无愧于优秀党员和全国模范退役
军人的称号。这些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他初心不改，矢志
不渝，奉献社会的最大褒奖，更是王殿明在人民群众心中
树起的一块块“退役永不褪色”的金字招牌。

为人民服务 努力的方向

王殿明获得荣誉很多，但很快就会忘掉；他忘不掉的，
是自己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及一名老党员的职责
和使命。

他忘不了小时候母亲不顾家境贫寒，将家里不多的一
点口粮给了一位讨饭的人，而他的父亲拿了块咸菜追出
去给人家；他忘不了母亲把做好的衣服送给邻居家孤苦
伶仃的老人穿，也忘不了邻居四奶奶家里做了烧饼送给
他吃；他忘不了在白求恩军医学院一干 30 年，是“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教育了他，也培养了他艰苦奋斗
的品质；他忘不了从部队退役之后办教育的辛苦，以至于
有一次口袋里只有 100 块钱，是东拼西凑请人吃的饭；他
忘不了给家乡打了井、修了路之后，乡亲们对他感激的眼神，
以及他资助的 36 名贫困学生学业有成时的欢笑……

他热心于部队和社会上的公益活动，总是积极带头，
经常将自己微薄的津贴给需要帮助的人。王殿明的想法
很简单：一个人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不能忘记自
己是从苦日子、穷日子里过来的。不能忘了是党和人民养
育了自己，个人如能为社会尽一点微不足道的义务，都是
在回报恩情。

石 家 庄 市 疫 情 以 来，王 殿 明 心 急 如 焚，寝 食 难 安，陆
续为疫情防控捐款 26 万元。他分别向石家庄红十字会捐
款 20 万元，向井陉革命老区洪河槽村捐款 2 万元，向伤
残住院的现役军人邓建国捐款 2 万元，向福建泉州不知
名的困难母子捐款 3 万余元。同时，作为河北省和谐文化
研究会会长，他还向每一位研究人员发放抗疫补助 2000
元。这并非王殿明第一次为抗疫捐款，在 2020 年年初，新
冠肺炎疫情爆发，他所在的公司歇业停工，为解决个别员
工的家庭生活困难，他自掏腰包，捐出半年的退休工资 6
万元，援助公司的贫困人员及需要帮助的其他人员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安全度过疫情。家乡的疫情一直让他牵挂，
他组织安排人员，购买口罩和消毒液，并安排专车将价值
数万元的物资送回家乡，与家乡人一起防控疫情，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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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所说的自强不息的披荆斩棘者，在认定的路上步伐
更快。王殿明认为，梦想是可以做加法的。如果把一个个
的小梦想加起来，就是一个大梦想。如果把全国人民的小
梦想都加起来，就可以体现中国梦。当然，实现中国梦，得
一步步来，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

古稀之年再创业 汉字田园开新篇

王殿明创建汉字田园的初衷，就是辅助孩子们学习，
让孩子们在这里边玩边学，边学汉字边熟悉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快乐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此外，他还想为退
役军人也创建一个教育培训基地、为石家庄的英雄建一
座纪念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一座碑、为乡村振兴
多做一点贡献、为石家庄添一道靓丽的风景……

自 2019 年初秋起，王殿明便多方奔走，寻找他心目
中的那座“汉字田园”的落脚之地。2021 年春天，王殿明
和南庄村及玖赢公司达成共识，并签订了《合作协议》。这
一年，王殿明已经 69 岁，按民间用“虚岁”的算法已是古
稀之年，他却又一次走上了创业之路，准备在一张 300 亩
的“白纸”上绘一幅绝无仅有的“汉字田园”美景。王殿明
不仅要创业，还特别强调要创新，因而，在组建创业团队
时，他十分重视创新人才的选拔和招聘。他从所管属的其
他公司精选调出一批吃苦耐劳、敢于创新的精英，加入到
汉字田园项目；为了补充新生力量，他又从人才市场招聘
了一批设计、艺术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年近七旬的老
兵，退役军人十几位以及军人家属，王殿明还聘请众多文
化艺术界的领导或专家担任顾问，邀请北京一家著名设
计公司参与设计，确保汉字田园的独特性、权威性。在全
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汉字田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先
后建成了识字超市、梅园、竹园、蔬菜园、百果园、海棠园
等景点，形成了识字教育、边玩边学的浓厚氛围。汉字田
园的规划与建设如火如荼，一道道风景在辛劳和汗水中
化为靓丽现实。

阳 光 透 过 高 大 的 梧 桐 树，照 耀 在 一 个 平 房 小 院 的 门
口，留下斑驳灵动的光影。门口是“汉字研学识字超市”几
个红色大字， 门侧挂起了“汉字研学劳动实践教育基地”
的牌子，旁边还有“快乐学习、幸福成长”“快乐成长的摇
篮、梦想起航的地方”等宣传标语。走进大门，仿佛进入了
一个汉字的世界， 门、窗、亭、台、树、草、花都有汉字相伴， 
还都加注了拼音。院子里，有汉字的雕塑，有成语故事的
场景，有天然的枣树，有特意种植的农作物；四周的房间
分别设置了红枣馆、土豆馆、花生馆、乐器馆、烟馆、酒馆、
茶馆等，分别展示实物，介绍相关知识，还可以实践体验，
真正实现在玩中学、学中玩，让学习回归本质。一物一景，
一场一馆，一花一草，都能体现汉字之美、汉字之韵、汉字

之魂。河北省决策咨询文化研究会理事长詹文宏参观汉
字田园后，兴奋地说，汉字田园顺应了教育改革的需求，
让古板的汉字鲜活灵动起来， 变得可触、可感、可摸，让孩
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看字、玩字、练字，沉浸在汉字
美妙的海洋里，可圈可点，可赞可叹。汉字研学识字超市
之外，还有众多识字赏景的园中园，其中，先行试点建设
的梅园、竹园、玉米园、海棠园最具代表性。这些园都是独
立的小园，集识字、观赏于一体，并赋予了文化、艺术等丰
富外延。

汉字田园的创意和诞生根植于深厚的汉字文化土壤，
让每一个汉字活起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体验沉浸式汉
字学习，让每一个挚爱中华传统文化、赓续文明根脉的人，
都能穿越世间繁华倾听汉字的美妙声音，更深、更广、更
全面地体味汉字的形美、意美、音美，感悟汉字的深厚韵
味及内涵，这是汉字田园的文化价值，也是汉字田园的存
在意义和旺盛生命力所在。

王殿明听到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重大理论观
点时，不由茅塞顿开，并立即付诸实践，对汉字田园的规
划和建设进行了重大调整。于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几个
红色大字矗立在了田园的醒目位置，毛泽东雕像、雷锋雕
像、袁隆平雕像被“请进”了田园，又新建了民族园、同心厅、
双拥厅、鱼水情等景点， 还在海棠园规划出一座小型的周
恩来纪念馆， 每年海棠花开时纪念、怀念周总理。河北省
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相金科在看
到田园内这些红色文化元素景观后，高度评价说：汉字田
园是一个学校和社会广泛需求的文化综合体，也是一个“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
践基地，值得好好宣传和推广。

为了更好地弘扬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园区相继补
充完善了茶文化馆、酒文化馆、传统乐器馆，新建了中华
字经一条街、婚庆文化展示园、饮食文化体验区，还规划
了中华诗词园、书法绘画园、传统武术园等，以让更多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落地生根，为“第二个结合” 提
供学习实践的平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王殿明仍在不断完善汉字田园
园区的规划且狠抓落实，仍在持续努力提升园区的形象
教育和学习功能，使之更有力有效地为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发挥作用有所贡献。“老骥明知桑榆晚，不待扬鞭
自奋蹄”， 王殿明心中有梦，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他戮
力前行，努力为中华民族的新一代打造一个放飞梦想、立
下宏志的“美丽园”和启航港。

永葆军人本色，书写时代答卷。这就是老党员、老军人，
退役永不褪色，在追梦的路上誓不停步的王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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