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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5 月 16 日，我市在全国率先推出《村
委会成员过错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赔偿制》，让
村官戴上紧箍咒、村民吃下定心丸。第一个
实施这一制度的安阳镇北隅村通过全村选民
直选，选出新一届村委会 3 名成员。

5 月 31 日，市首届外来人口代表大
会隆重召开，宣告了全国首个外来人口自我
管理民间组织——市外来人口管理协会成
立。

随着新区与瑞安经济开发区的开发
建设及行政区域的调整，瑞安城市建成区的面
积由 1985 年的 2.34 平方公里增加到 18.1 平
方公里。17年里，瑞城大了近7倍。

８月１４日，本报新闻大楼落成并投
入使用。该办公楼面积 4000 平方米，投资
730万元。是日，本报举行新闻大楼启用暨彩
报（对开四版）出刊庆祝会。

邵建波

誉满金陵的瑞安“活雷锋”

记忆

邵建波看望敬老院的老人 邵建波参加中国时代新闻人物表彰大会

一位喝塘河水长大的商人，一位誉满金陵的“慈
善老总”，其济困助残的善举，曾获得时任江苏省委
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的批示。 30 年来，他
共捐款捐物千万余元，先后帮助 2000 多人走出了生
活的困境，把爱心奉献给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他让
受助者感动不已，让南京人广为传诵，更让家乡人民
引以自豪。2002 年 4 月 8 日，本报一版大篇幅重点
报道了他的事迹，《瑞安“活雷锋”誉满金陵》一文也
感染了百万市民。时任温州市委书记李强看到相关
报道后作出批示：邵建波同志在南京树立了良好的
温州人形象，值得大家学习。

【新闻回顾】

][

（记者 薛琳核）

时隔 10 余年，邵建波还在坚持着慈善事

业么？近日，记者回访邵建波本人时得知，8

年前他的事业重心已从南京转到北京，除了

投资外，他还是国际浙商联合会会长、《国际

美术》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虽然事业的

重心转移了，而他对慈善事业却未改初衷。

近几年，他用着大众熟识的网名，默默地济困

助残。“慈善是一种习惯。”邵建波越发低调，

甚至隐居幕后坚持慈善事业。

他的低调，源于已去世的母亲。2007 年，

邵建波由于遭遇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索捐

者，影响了工作生活，无奈之下他选择了到处

躲避。那年 5 月 8 日上午，有 10 余名索捐者

找不到他，竟找到了他的家里，向他正在家养

病的 69 岁母亲黄爱华“讨说法”。他们把求助

的失落与对邵建波的不满发泄到了老人身

上，老人被气得当场吐血昏迷，被送往医院急

救，但最终去世。

母亲过世，邵建波讲是自己“不孝”。而

被人说“慈善家做慈善，连自己的母亲都保护

不了，中国的慈善家不能做”这样的闲话，邵

建波觉得这又是“不忠”。自从邵母出事

后，邵建波痛苦地思索后决定：今后将一如

既往地做慈善，但是要低调。

“我常去敬老院，跟他们聊聊天。”每

到一个地方，邵建波最常去的就是敬老

院。他跟老大爷、大妈们聊天，俨然子女般

关切他们的身体状况和饮食起居。敬老院

里的老人都记得他这张熟识的脸，却不知

道他的真名。

2012 年 12 月，邵建波在兰州出差期

间，在报纸上偶然看到了当地贫困小学的

孩子们过冬的现状后，将身上仅剩的 1800

元现金倾囊捐出，登记名字是则用了网

名。而后，已经返京的他在接下来的 6 天

时间里，又陆续以网名捐出多笔善款，捐款

总额共计 13.38 万元。同年，他出资 10 万

元 ，在 甘 谷 县 马 家 沟 小 学 修 建 一 所 希 望 小

学。2013 年，在甘肃成立爱心基金，初始基金

100 万元，基金成立后立足甘肃，面向全国，每

年不定期捐赠不少于十万元的款物。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给人‘输

血’，不如帮人‘造血’。”邵建波说，如果把助

学、助残、助困停留在简单的施舍上，那没多

大意思，我的定位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在

捐助的同时，教给他们生存之道，启发他们奋

发之志，最终让他们自助自强自立，开拓一方

天地，干出一番事业，由弱势变成强势。”邵建

波的心血没有白费。30 多年来，他一手帮助

扶持的弱势群体中有数十人大学毕业，有的

读研究生，有的成为大学教师，有近百人成了

百万富翁，4 人成了千万富翁。

“我已向中国公安民警英烈基金捐助 100

万元，用于帮助退伍军人和现役军属。”近日，

邵建波正在向有关部门申报，预计今年 7 月初

启动，第一站是江苏省，第二站，他则安排在

了家乡——温州地区。

1971 年 7 月的一天下午，在南京

太平门附近，年仅 6 岁的邵建波横穿

马路去买冰棍时，突然一辆大卡车从

大陡坡上冲了下来⋯⋯就在这时，一

位解放军战士从马路对面跑过来，冒

着生命危险，飞身抱起他闪到了一边，

卡车从身边呼啸而过。这位解放军战

士把小建波抱到路边后，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建波的母亲领着

儿子来到太平门附近的部队门口，打

听救人的战士，但是始终没有消息。

母亲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她

对邵建波说：“你要记住，向解放军叔

叔学习，将来做个好人。”从那时开始，

邵建波就暗下决心，要通过助人来回

报社会、回报恩人。

1994 年的一天，邵建波在报纸上

看到一位失去双臂的少年身残志坚的

故事，他被无臂少年执着的求学精神

与连遭不幸的家境深深打动。邵建波

冒着大雨匆匆驱车赶往 75 公里外的

无臂少年家中。在四壁空空的破草屋

里，看到无臂少年程玉云正在用嘴咬

着 笔 写 字 ，邵 建 波 一 把 把 他 揽 在 怀

里。临别时，他对小玉云说，你好好安

心读书，以后所有的学费都由叔叔来

付。这以后，程玉云每月都收到了邵

建波寄来的衣服、食品和钱。

邵建波到底帮助过多少人，连他自

己都数不清。安徽失学拾荒女童姐妹

在他的帮助下重返课堂；军嫂张玲一家

深陷困境，是他多次捐钱捐物，又帮张

玲找到工作；见义勇为的周光欲牺牲

后，是他帮助老周下岗的妻子重新上了

岗；身患绝症的战士李德丰住院治疗，

他一次次前往看望慰问，做手术的当

天，这位1.80米的大汉甚至跪着把术后

的李德丰抬出手术室⋯⋯

“向解放军学习 将来做个好人”

“慈善是一种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