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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

张林冬，平凡中的伟大
■王国荣

点滴服务
都是百姓心头的“小确幸”

■金 粟

冬天里，街头虽然少了繁花似锦，少

了绿阴如盖，但在瑞安却又多了一道新的

景致：热气腾腾的免费早餐供应点 （详见

本报 1 月 2 日 6 版）。

这是寒冬里出现的一个美丽的约会，

温暖人心，让人如沐春风。如此评价，也

许有人觉得夸张了一点，不就免费向路人

施点馒头么？

是 的 ， 如 果 算 经 济 账 ， 在 瑞 安 这 样

富裕的地方，免费让路人吃点馒头这点

花 费 确 实 算 不 了 什 么 。 甚 至 还 会 算

“歪”瑞安形象：这地方的人不是挺有钱

的吗？怎么有那么多人穷得连馒头都吃

不上？或者让那些想来瑞安发展的人感

到 可 怕 ， 这 地 方 是 不 是 劳 动 力 不 值 钱 ，

为什么连买个馒头的钱都舍不得花？郑

重 声 明 一 下 ， 如 果 你 真 的 是 这 么 理 解

的，那属于误读瑞安。

在瑞安穷得吃不上馒头的人是不太会

有的，即使有，恐怕政府、媒体也早就关

注了。再则，如果是劳动报酬太低，需要

以不吃早餐方式节省开支的话，瑞安还能

是外来务工人员的集聚区？既然免费早餐

不关乎贫富问题，它的出现似乎就没有必

要。不过，有没有必要，这是个认识的角

度问题。如果单纯是为了救穷救急，愚以

为，倒也没有大的存在必要。旧社会，大

灾之年，民不聊生，一些抱有积德行善之

心的大户人家会在街头施粥，可谓真正的

救穷救急，但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解决

不了大问题。如今，我们的国力增强了，

民族的凝聚力也加大了，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哪怕天塌了，也有全国人民顶着，

汶川大地震救援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所

以，对瑞安的免费早餐的认识，要从精神

层面加以剖析。

人活着是需要有点精神的，特别是在

物质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后，精神需求应该

是第一位的。酒桌上东倒西歪，赌场里昏

天黑地不是精神追求，是精神空虚。精神

追求的成分是爱、是善、是责任。免费早

餐是展示瑞安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

口，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个城市及生活

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他们守望相助、他

们团结友善，他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是瑞安人的精神载

体。行善不论财富，赚得盆满钵满的老

板，可以捐资修桥铺路建学校；刚走上社

会的“月光族”，可以当义工，比如在免费

早餐供应点上，帮忙分发馒头等，这也是

善行。再小的善行也是一种力量。每到冬

天，瑞安的免费早餐出现，就是积聚向善

的力量，这是一股暖流。

舆论一直呼吁给学生减负，教育部门也禁止假期补课。然而，临近寒假时，陕西榆林

中学 40 多名高三学生家长联名要求学校恢复寒假补课，否则就是学校不负责任。

（陶小莫 画）

近日看《瑞安日报》，喜事连连：困难群

众生活补助标准调高了（详见本报 2013 年

12 月 23 日 1 版），我市 54 条河道的“黑帽”

摘掉了（2013 年 12 月 24 日 1 版），市区最大

环线公交 16 路开通了（2013 年 12 月 26 日 8

版），公共自行车要在瑞城“上路”了（2013

年 12 月 27 日 4 版）。这一桩桩事，都给人带

来了春天般的温暖。

在笔者看来，最暖心的还是 81890 公共

服务，安阳街道风荷三期金女士家的冰箱排

不了水，只一个电话，工作人员马上致电加

盟企业智敏家电派单，半小时内完成维修，

收费 30 元，“修得很好，价格也很便宜”，还

让 人“ 放 心 很 多 ”（2013 年 12 月 24 日 4

版）。确实，市场上有些维修工专业技能不

高，宰人水平不低，有不检点的还会“顺”走

一点东西，叫人好一阵子窝心。说起来都是

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正是诸如此类的小

事，最能够真真切切地触动着百姓的心。一

个和谐的社会，理应为百姓提供全方位的服

务，想百姓所未想，做百姓所要做，“于细微

处见精神”，在点点滴滴的服务中给百姓送

去“小确幸”（微小而确实的幸福）。

百姓的生活涉及方方面面，不能今天担

心电因欠费而被电力公司停掉，明天担心自

来水因欠费而被水务集团断掉，后天担心燃

气因欠费而被燃气公司切断，末了又担心电

视信号会不会因欠费而被电视台关掉，那样

的日子肯定是不幸福的。事事顺心固然不

易，但让老百姓少窝心，这应该是很多单位

力所能及的事情。

古话说“道在伦常日用中”，日常生活的

点滴服务最能体现仁心善道，因为那都是老

百姓心头的“小确幸”。

她倒在募捐路上，紧紧抱着爱心箱。这

辈子，她没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却用最平凡

的小事，感动了身边所有的人。马屿镇村口

村妇女主任张林冬的离世，让人无不哀伤和

感慨（详见本报1月3日2版）。

好人，就是这样平凡，身为平凡的人，做

着平凡的事，实实在在，不计名利得失。

张林冬，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40年

如一日，做着她的平凡人与平凡事；特别是为

村里事和村民事，一桩桩、一件件，默默无闻、

踏踏实实地做着，如她儿子在博文中所说，

“一直是舍小家而顾大家”。为村民们辛劳，

帮贫困户跑腿，一定不是“轰轰烈烈”的事，但

一定是“润物无声”温暖人心的事。

干了 40 多年的村妇女主任兼计生工作，

可见她把人生最具活力的大半辈子时间和心

血，包括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投入到了

这些烦心劳神的“婆婆妈妈”事务中。所以，这

才是令人震撼的；所以，跟她共事了18年的村

支书说她“绝对称得上是一名好干部好党员”，

村民们说得最多一句话是“她是个好人”。

抢险救灾、济贫帮困、慈善公益活动⋯⋯

张林冬生前“用心做的”每一件事，都凝结在

村民们哀伤感激的泪水中。为筹钱救治一名

白血病村民，她抱着爱心箱挨家挨户去募捐，

直到在路上被摩托车撞倒的生命最后一刻，

还紧紧地抱着捐款箱，足见这位 20 多年党龄

的村干部的执着。这份执着，再次折射出她

爱怜村民的真诚感情和为人，殚精竭虑、恪尽

职守的做事风格。

能 40 多年在村妇女主任位上，63 岁了还

在为村民事辛劳奔波，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这奇迹在于她把每一件小事都用心做好了。

几十年来村里的事情，在她手里从没出过纰

漏；她是村里的“百事通”，每家每户的情况和

困难她都了然于心；40 多年里从没见过她因

为什么事与人发生争执，无论是谁都会说她

好⋯⋯正所谓，“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

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张林冬做到了。

张林冬的事迹，为“平凡中见伟大”做了

很好的诠释，为广大党员干部做出了榜样。

她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与精神，值

得每一个活着的人学习。尤其在当下，一些

地方村干部私欲、贪腐盛行成社会一大诟病

时，更应该照照“镜子”、好好反省，不要再做

坏事。

张林冬走过了63岁的生命，这一生中，她所做的善事无数，可细数起来，可能没有一件事

是轰轰烈烈的。然而，我们能说其不伟大么？当提及她的名字时，有人瞬间红了眼眶，有人用

袖子抹起了泪水⋯⋯这弥漫着的哀伤，虽无言，但传达了群众的心声：张林冬是伟大的。

在笔者看来，能坚持自己的善行，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张林冬就是这样一个

人，几十年来，她默默地奉献着自己，她没有在乎别人对她是否有褒奖，只是始终如

一，用自己的行为，倾情为身边的人服务。

张林冬是伟大的平凡者。如今，她的生命走向了终结，但其平凡的事迹却激励着

我们：我们是平凡的人，但我们同样可以有善举，我们不求自己的所作所为惊天地，但

我们可以像张林冬的儿子接过爱心捐款箱一样，用善良的心去关爱身边每一个人。

坚持善行，就是伟大
■胡新华

【评论1+1】

馒头虽小，但凝聚的是善力
■薛建国

瑞安素有“东南小邹鲁”之美誉，是礼仪之邦，是贤达之乡。据清朝嘉庆年间修订的

《瑞安县志·义行》一节记录，瑞安自南北朝、宋、明至清朝多有乐善好施的乡贤义行。

2014 年元旦，玉海广场免费早餐点首日开张，在义工们的忙碌中派送早餐 1000

份，惠及环卫工人、摊贩、晨练老人等千余人。这是瑞城的古韵新风，是“东南小邹

鲁”的古风新貌，是幸福瑞安的又一明证。

笔者认为，此次义举的最大亮点在于“我来施”，而不在于“我在施”。“我在施”表现

的主要是施者的善心善行，施者设点施舍，等待“愿者”各自前来接受施舍，比较少顾及

到受施者的感受；而“我来施”体现出来的却是对受施者的尊严和气节的呵护，是主动向

他人提供必要帮助的善心善行，比之前者具有更细腻的人文关怀和更高的人文价值。

有三个细节可以印证这一点：首先是义工们的笑脸及其用双手把馒头奉送给受施

者的礼貌性动作，这充分表达了对受施者的尊重；其次是给我市上早班的环卫工人送去

的“致敬”，600份早餐装成6箱，由相关负责人统一领取，专门发放给环卫工人，箱子上还

写着“向环卫工人致敬”，“施予”变成了“致敬”，这是对环卫工人辛勤劳动的最好认同；再

者是把馒头送到附近那些身有残疾的乞丐或流浪汉手中，彰显了生命的平等和高贵。

免费施食在我国不仅古已有之，现在很多地方也都有此类义行，温州就有过长

时间免费施粥的做法。相比之下，瑞城免费早餐点起点高，发起人郑超豪考虑周全，

能够设身处地为受施者着想。特别是专门为环卫工人群体派送 600 份早点的举措，

有创意，有超越施与本身的重大意义。相信在更多爱心人士或团体的支持和帮助

下，我市的免费早餐点会越办越好，善心义举会越来越普遍，“东南小邹鲁”的古风会

越来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免费早餐点 古风小邹鲁
■金 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