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身边的“雷锋”
■记者 欧苗苗 实习生 何妙/文 记者 许良钦/图

雷锋说过，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片黑暗？如果你是一粒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
51年来，雷锋精神早已化作春风细雨，浸润在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中。
他们，是一串串闪光的名字⋯⋯

虞爱萍：
乐为弱势妇女撑腰

“为弱势妇女维权是我最大的心
愿，只要有需要，我一定尽我所能去
帮助她们。”

国方珍，日前带着16000元爱心款来

到市红十字会办公室，通过市红十字会帮

助困难群众，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捐款。

从 2006 年开始，国方珍每年坚持向市红

十字会捐款，数额从 1000 至 10000 元不

等。

苏华，退伍后一直在瑞安打工。2000

年始，他把每个月的加班费节省下来，资

助山区贫困学生。他心系福利院，自2005

年始，几乎每周都会抽出时间去当义工。

2011 年，他加入了人体器官捐献者的行

列，还帮助一户多残家庭成功申请贫困补

助。

张仁昌，莘塍街道人。早在 1998

年，张仁昌自发带头动员组织村内的骨干

力量，成立我市第一支志愿消防队，为莘

塍及周边地区的消防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多次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表彰。他还坚持做

慈善，数十年来从未间断，经常出钱出力

修桥、补路。

涂其良，工商银行瑞安支行的一名

普通员工，通过市慈善总会收集贫困生

名单，利用业余休息时间走访 100 多名

贫困生家庭，先后结对资助 50 名学生，

累计助学捐款20多万元。

程志骇，现在捷克经商。自事业稍

有起色，他便不断资助家乡的发展建

设，有被留存档案的个人捐资金额累计

达 210.29 万元。从 2004 年起至今，他共

出资 30.55 万元资助十多位贫困学生。多

年来，仅扶贫济困这一项，有被留存档

案的个人捐资就不下60万元。

蒋学芬，1992 年退休后，担任马屿

退教协会会长。十多年来，他热心当地

社会公益，尤其是关心下一代、老龄事

业。他与同事们深入到辖区内村居、学

校和企业进行宣讲、调研，分别在 16 所

学校、51 个村居举办“党在我心中”主

题教育活动 139 场，受教育青少年人数

达15000人次⋯⋯

诸葛银火 虞爱萍

今年 79 岁的诸葛银火老人，是我市

首届道德模范之一，经常登万松山的人

都认识他，对他无不啧啧称赞。

诸葛银火原是市建筑公司职工，退

休后经常到万松山锻炼，他看到上山锻

炼者无水解渴，就自费购买了烧茶的工

具和材料，每天早晚义务为登山的市民

供应茶水，这一干就是 12 年。

诸葛老人每天凌晨 3 时起来烧茶，

来锻炼的人 4 时就有茶喝了。到 7 时 30

分晨练者基本下山后，他便整理茶亭，

为下午的茶水做准备。等到 19 时 30 分

左右，送走了最后一批锻炼者，老人的

烧茶工作才暂时告一段落。

茶亭越办越大，喝茶的人不断增加。

从一天烧一两桶茶，免费供应几十人喝，

到一天烧2多吨水，供应五六千人喝。

诸葛老人不仅没有拿一分钱工资，

还把退休工资全部用在茶亭上。万松山

茶亭仅烧茶的费用一年就要 15 万元，这

靠他的退休金远远不够，但老人的家人

很支持，每年 1 万多元的店面租金，他

要多少，老伴就给多少。儿子、儿媳也

经常塞钱给他，支持他烧茶。

对诸葛老人而言，他十年如一日地烧

茶，只是个人德行的积累。但是，当德行

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个人的善举，

一跃成为影响众人的标杆。正如声音可以

传播一样，善行也在传播，众多市民也纷

纷加入到万松山茶亭爱心队伍，万松山茶

亭的精神也在继续传承⋯⋯

虞爱萍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为

弱势妇女维权，她已整整干了 12 年。

从 1998 年至今，虞爱萍一直担任市

妇联法律顾问，为广大妇女提供法律咨

询、帮助，并赴边远山区宣讲法律知

识，授课 2000 多场。作为市政协委员的

虞爱萍，还多次撰写关注妇女权益保护

的提案，以期有更多人关注、参与妇女

权益保护。

在虞爱萍受理的案件中，弱势妇女尤

其让她揪心，每逢遇到类似情况，虞爱萍

总是不遗余力地予以帮助。2004年，妇联

接到一个求助热线，求助人郑某未婚先孕

后被抛弃，所生的孩子也不被承认。为争

取孩子的抚养费，虞爱萍为其无偿奔走 3

年，先后5次下乡走访30多名村民，后又

3次前往医院交涉，终于证实该孩子系原、

被告亲生儿子，并为郑某母子拿到抚养费

和社会最低生活保障费用。从那以后，虞

爱萍就一直在资助这个家庭。

“我希望我的专业知识能让更多弱

势群众，特别是那些生活困难的弱势妇

女受益。” 虞爱萍说。

去年 11 月，她又成立了“虞爱萍工

作室”，用心服务需要帮助和维权的弱势

群体。

15 年的律师生涯，虞爱萍所承接的

案件里 90%涉及职工 （包括新居民） 和

妇女的权益保障问题，期间共办理法律

援助 200 多起。2010 年，虞爱萍获得

“全国三八红旗手”的荣誉。

彭秀兰是市实验小学的一名离休干

部，今年 90 岁，已经有 66 年的党龄。几十

年来她保持最低生活标准，把节省下来的

钱用到她认为最需要的地方，被人称为“爱

心老人”。

市慈善总会于 2001 年筹建，彭秀兰是

捐款带头人。那时候她工资不高，每次捐

1000 元或 2000 元。2004 年起她每次捐

5000 元，2006 年开始每次捐 1 万元，而且

捐赠时间大多为农历正月初六、初七，慈善

总会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大家称之为“新春

第一捐”。

每次只要碰到老人就医、孩子上学有

困难的，她总是包个 500 元或 1000 元的红

包悄悄塞过去。四川汶川大地震，她先是

捐了 3500 元，后来又多交特殊党费 5512

元。从媒体上得知一名外地人遇车祸重

伤、孩子生活没有着落的消息后，她急急

忙忙送去 5000 元。实验小学举办百年校

庆，她又率先捐了 10800 元。

除了给市慈善总会、红十字会捐款，

她还给市人民教育基金会、制作文化名人

孙诒让铜像、几个革命老区的敬老院、中

小学改建、造公路以及留守儿童、聋哑特

殊教育学校等捐过钱。

经粗略统计，这些年来，彭秀兰一共

捐了将近 50 万元。

2010年，彭秀兰在《人体器官（遗体、组

织）捐献志愿书》上签字，“我自愿在身后无

偿捐献遗体、器官、组织，用于临床、研究和

教学，以挽救他人的生命⋯⋯”

郑元龙，市人民医院青年义工。今年32岁

的他，自2002年从浙江商校制冷专业毕业后，

被分配到市人民医院总务科任助理工程师。

谁也不知道，这位年轻的义工曾是聋哑

学校教学辅导老师。作为“编外教师”，郑元

龙放弃了休息时间，一边学手语，一边啃书

本、查网络，广泛吸取残障教育经验⋯⋯

那些日子里，他改变教学思路，自掏腰

包买零食买习题买课外书，还利用自己的专

业知识，把自己在医院做维修工时多余的废

旧材料，改造成了实用的实验器材。

郑元龙还邀请学生们来家中作客。学

生们一到他家，就仿佛进入了乐园，上网、看

电视，看杂志，还有的帮忙淘米洗菜⋯⋯

在孩子们眼里，郑元龙就是他们的“孩

子王”。

要教好特殊学生，只有爱心是不够的。

面对一些人的歧视和误解，郑元龙总是无数

次耐心开导学生，并带着他们更多地接触社

会，不断成长。

2009 年中考，两名学生考上了重点聋人

高中——南京聋人学校，还有学生考上了杭州

一所中专学校。之后，虽然瑞安聋哑学校因为

温州整体规划搬迁到了温州，但郑元龙没有放

弃义工的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在网上和学生们

沟通，帮助解决他们的生活及情感问题。

如今，南京的两名学生要参加高考了，

就读中专的学生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继续

读大学。这段期间郑元龙又在为他们的报

名及工作事宜奔波。“我愿意做他们的老师，

更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只要他们需要我，我

就会出现在他们身边。”郑元龙说。

郑元龙

链接

诸葛银火：
义务烧茶涌动暖流

“看到大家可以喝到我烧的凉
茶，我很满足，再辛苦也值得。”

彭秀兰

彭秀兰：
“爱心老人”捐款近50万

“党员要多做奉献，我永远相信
共产党！有生之年我愿尽自己所能
帮助他人。”

郑元龙：
残疾儿童眼中的“孩子王”

“聋哑孩子比起普通孩子，更需要
关爱与帮助。我付出了真诚，也得到了
快乐。”

我们身边多

﹃
雷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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