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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夏天的一个周末，瑞安玉海

中心小学的学生林同学在爸爸的陪伴下

登万松山，当他喝着爽口的凉茶时，纳闷

地问爸爸：“为什么这么好喝的凉茶不用

钱？”爸爸告诉他，都是一些好心的叔叔阿

姨哥哥姐姐们志愿出钱出力给路人提供

免费的茶水。

林同学下山后，就约了几个要好的

伙伴第二天再登万松山。这次，他们不

是空着手去的，几个小伙伴都拿出了自

己平时积攒的零花钱，凑起来一共是 18

元 ，一 起 去 超 市 买 了 4 大 袋 一 次 性 的 纸

杯。到了凉亭那儿，趁别人不注意，这些

羞涩的小伙伴们悄悄地把纸杯放在了茶

亭边的架子上，因为做了一件非常有意

义的事，他们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

像这样尽自己所能奉献爱心的未成年

人不在少数，比如安阳实验中学九（5）班

团员代表来到茶亭，捐出爱心款 509 元；花

雨艺校等学校的学生捐了 10000 个一次性

杯子⋯⋯

“孩子们虽然捐款的额度不大，但爱心

无价，精神可贵。”老郑说。

爱之花开放的地方，生命便能欣欣向

荣。从去年 8 月 17 日到今年 8 月 16 日，整

整一年的时间里，来到万松山茶亭献爱心

的人有 2000 多人，共收到爱心款合计达

37 万余元。

“关注瑞安‘红日亭’现象”系列报道（三）

爱心传递正能量：2000人年捐款37万
■本报记者 欧苗苗/文 孙凛/图

英国莎士比亚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慈悲不
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露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
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
与的人。”而这样的爱心与慈悲正发生在万松山
茶亭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冬暖夏凉”的万
松茶亭，成了瑞安民间慈善的地标，传递和凝聚
善与爱的纽带。

“这些为茶亭献爱心的人所捐款的数额并
不大，或一两千，或一两百，或 50 元，但积少成
多，他们用自己的爱心传递了正能量，使得万松
山的凉茶越来越好喝，越来越多的人去喝。”负
责茶亭的老郑说。

这些奉献爱心的人中有公务员、退休干
部、高龄老人、残疾人、下岗职工、新居民、学生
等，其中的每一笔钱都有它的故事。

今年 10 月的一天下午，一位戴着眼镜

的年约 30 岁的青年风尘仆仆地赶到茶亭，

递给老郑 500 元，说：“我出差一个多月，下

午刚回到瑞安，这笔钱是我上个月还没来

得及捐的。”说完转身就走。

老郑说，这已经是这位青年第 14 次捐

款。

去 年 8 月 份 ，这 位 青 年 送 来 第 一 笔

500 元，此后每个月，他总是如期来茶亭

捐款 500 元。

老郑也曾问过他：“既然你不愿意留姓

名，留个姓总可以吧？”而他微笑着回答：

“我只是尽力而为。”久而久之，“尽力而为”

就成了他的代名词。

“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名字就不用

留 了 。”“ 我 只 是 想 尽 自 己 所 能 帮 助 别

人。”⋯⋯在茶亭运作的过程中，一直以来，

前来捐款的爱心人士络绎不绝，他们说的最

多的就是这些话。在捐款记录册上，这一笔

笔爱心捐款只有金额大小，没有名字。一年

来，有两三百人不留名，共捐款4万多元。

每月捐款 500 元：他说自己只是尽力而为

今年 5 月 25 日，东勇村的老人协会里，

副会长老蔡正在忙事，这时从外面进来一

对老夫妻，一进门就认真地打开包，拿出厚

厚 一 叠 钞 票 说 ：“ 我 们 要 为 茶 亭 捐 5000

元。”在他们的托付下，这笔钱由老蔡交到

了老郑的手中。

这对老夫妻都是退休老人，女的叫陈

理妹，男的叫陈帮涛，两人都已经 70 多岁，

住在东勇村。

为何要捐款？陈理妹只是简单说了一

句：“大道理我们不懂，只懂得你帮了我，我

也要出力帮助你，相互帮助和扶持，仅仅就

是这样。”

话不多，却透着贴心的温暖。

“这笔捐款，是一年来茶亭收到的众多捐

款中数额最多的一次。”老郑说，至少有一两百

人因为工作生活等原因带来的繁忙或不便，采

取让他人转交的方式将爱心款物捐给茶亭。

请人转交：我们只是想尽一点力

“我们都是老山友了，很想为茶亭做些什

么，能让我们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法狮龙

建材公司的负责人吴海通和朋友易永宁、叶

永波曾向老郑提出，捐赠雨伞给茶亭。因为

细心的他们发现上山锻炼的人都没有带伞的

习惯，一旦途中下起了雨，只能在茶亭里避

雨。老郑委婉地提出：杯子比雨伞更需要，每

天上山喝茶的人都需要使用杯子，一次性杯

子需求量很大。

“好，那我们就送杯子过去。”3 位朋友

一起约定。

6 月，3 人联系了纸杯公司，订了 6 万只

纸杯，这批纸杯及时满足了茶客的需求。

7 月，3 人又送去 12 万只杯子。

在他们的感染下，朋友晓兵也加了进

去。10 月份，4 个人一起购买了 9 .6 万只

杯子送到了茶亭。

“现在登万松山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

惯，即使刮风下雨，也会坚持登山。”易永宁

说：“以前来山上锻炼，都是喝别人烧的茶，

用别人提供的杯子，现在总要轮到我们来出

点力。”

目前，吴海通他们一共给茶亭送去纸

杯 27.6 万只，总价值 2 万多元，都是用环保

材料制成的航空杯，比一般一次性塑料杯

质量要好，也更卫生。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兄弟义工多多组

织交流，积极参与这样的爱心活动，努力把

瑞安的免费茶亭爱心活动延续下去。”吴海

通说。

一批未成年人：
小小人儿 大大爱心

送来 28 万只杯子：茶亭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

老郑在核对爱心捐款的账目

万松山茶亭的爱心人士资助栏

去年 8 月的一天晚上 19 时多，天色已

暗，茶亭负责人老郑突然接到在茶亭烧茶的

黄同虎电话，让他赶紧上山一趟，有爱心人

士送来一笔特殊的钱。

老郑放下手中事，马上来到茶亭。眼前

是一对中年夫妻，他们手里紧攥着一个红色

袋子，当老郑接过红袋子时，分明感觉到里

面分量不轻。

“这是我母亲的遗愿。”中年男子说，他

80多岁的老母亲在临终前一晚，将他们叫到

床前，再三嘱咐务必要将她毕生积蓄交给茶

亭。还没来得及等老郑问这对中年夫妻的

姓名，两人已转身消失在夜色中。

灯光下，老郑和黄同虎小心翼翼地将红色袋

子打开，里面全是纸币，虽然大部分已经老旧不

堪，但却叠得非常平整，最大的面额是10元，最小

的面额是1元。经一个多小时的仔细清点，总共

是1800元，其中1元面额的纸币就有400多张。

待全部整理完毕后，老郑将这些纸币放

进保险箱，高度足足有 20 厘米，差不多是保

险箱高度的二分之一。

“我们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这位阿婆

捐赠的1800元是有价的，但她的爱心是无价

的。”说起这事，老郑至今还是很激动，“有很多

上了岁数的老人走路都已经颤颤巍巍了，当他

们从衣袋里摸出皱巴巴的钱捐给茶亭时，一看

就知道是他们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

老人临终心愿：务必要将钱捐给茶亭

今年 9 月，两三个到万松山锻炼的青

年人，在喝了凉茶后，各自掏出 200 元交给

茶亭。黄同虎请他们登记名字，他们却执

意不肯，只是乐呵呵地说：“每次过来都是

喝免费茶水，心里过意不去，就算是茶费

吧！”

“那就签个姓吧？”在黄同虎的再三要

求下，其中一个青年人笑着拿起笔，在本子

上写上“外来工”三个字。他说，他们来瑞

安务工已经有五六年了，只要有机会都会

隔三岔五地约上同伴登万松山，作为新瑞

安人，他们也想为第二故乡尽一点力。另

一位男青年则说，虽然大家条件都有限，但

是能做到多少是多少，积少成多。

“虽然捐赠爱心的新瑞安人还只是一

小部分，但是他们的精神难能可贵。”老郑

说，这些新瑞安人没有留下太多的语言，也

没有留下姓名，只留下匆匆的身影。

一群新居民：200 元算是我们的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