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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花开 传递感动
——记“瑞安十大感动人物”

■记者 欧苗苗

他们，是一群普通的人，但是他们的故事无不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具体而真切地讲述、描绘着瑞安大爱的底色，在平凡中铸就着伟大。
心在哪里，哪里就有风景；爱在哪里，哪里就有感动。由市委宣传部和文明办、瑞安电视台、瑞安日报、瑞安新闻网联合主办的首届“感动瑞安十大人物”评

选活动已经揭晓。今晚，我市将举行“瑞安十大感动人物”表彰会。让我们在聆听他们的故事中传播爱和正能量。[ ]

潘光伟本是温州服装界知名人物，曾创立

“海蛇王”西服品牌。

然而，他的命运又是不幸的，因为小儿麻

痹症而落下的残疾使他终身只能与拐杖相伴。

抬头向前，命运也会转弯。一个人，一对

拐杖，他却比许多健全人走得更远。

为了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潘光伟找到一条

适合绝大多数肢残人的谋生之路——养殖肉

鸽。

如今，由他一手创办的致富鸽业有限公司

年产值达到 2500 万元以上，已成为华东地区

最大的标准化鸽子养殖企业。

期间，残疾人池胜光走进了潘光伟的视

线。原来，池胜光也养白鸽，但收效甚微。潘

光伟诚挚地邀请他入股养殖场，考虑到他的家

庭情况，赠送 10%股份。如今，当上公司股东

的池胜光月收入已然翻了好几倍，从温饱奔向

了小康。

像池胜光这样凭借潘光伟的帮助而富裕

起来的残疾人还有很多。为照顾养殖场特别

困难的残疾员工，潘光伟将自己的股份让出

10%分给他们，让他们也当上股东，一起致富。

“残疾人最需要关爱，如果有了鼓励和帮

助，他们甚至可以比正常人生活得都要好。”潘

光伟说。

潘光伟 以残缺之躯助残

梁锋出生在高楼，童年记忆里，他就希望长

大之后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小时候我一直认为慈善就是赚了大钱后

再帮助别人。后来明白只要有心，哪怕只是一

件不起眼的小事，只要能帮助别人，那就是慈

善。”梁锋说。

2009 年 10 月，27 岁的梁锋花 1000 元从

瑞安商城批发了各类小商品，利用双休日来到

外滩摆地摊。

摆摊之初并不顺利，他遭到路人的质疑。

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梁锋与市慈

善总会联系，成为一名慈善义工，并申请了一

个慈善捐款箱（钥匙由慈善总会保管）。

摆摊半年下来，商品几乎卖完了。2010年

5月，梁锋将慈善捐款箱里的900多元钱送到市

慈善总会，提出了定向助学的请求。

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这就是慈善的力

量。

半年的摆摊经历，让梁锋结识了一群志同道

合的热心人士。为了方便联系，梁锋建了一个

QQ群，群名为“黑眼睛慈善义工队”。现在，这个

群人数已达200人，他们当中有公务员、教师、私

企老板⋯⋯

几年来，这支慈善义工队通过摆摊义卖的

形式做义工宣传慈善，募集资金，帮助贫困学

生；推出营养午餐项目，解决林溪学校 10 名学

生的中餐问题；推出“愿望树”项目，帮助顺泰

学校300多名留守儿童实现愿望。

“做好事，做义工，贵在坚持。”梁锋就是这

样默默践行着。

梁锋 慈善不分大小

马发泉 将历史记录下来
马发泉，1951 年 3 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入朝作战，时为 12 军 35 师 104 团战士。现任

我市关心下一代“五老护苗”志愿大队副大队

长、瑞安市抗美援朝研究会会长等。

在退休的日子里，马发泉常常回想过去，3年

的抗美援朝成为他一生最难忘的记忆。渐渐地，

他萌发了通过建馆和出书的形式教育广大青少年

和群众的念头，让他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洗礼。

他通过老同志、老战友，集资3万多元作为

注册资金，成立了瑞安市抗美援朝研究会。

建馆、出书关键问题是资金。可是资金从

哪来呢？马发泉先从志愿军战友中集资，再请

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单位和人士募捐赞助，

最终筹到资金50多万元。

由于劳累过度，他关节炎发作，在病榻上

躺了两个多月。有人问他：“命要紧，还是要工

作？”他坚定地说：“工作跟命一样重要！”

有了资金，还要有史料。在老战友的陪伴

下，他蹲档案局、跑人武部、去烈士陵园，并动

员志愿军老战友撰写回忆录⋯⋯

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抗美援朝历史纪念

馆终于建成，2004年10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

抗美援朝研究会成立十年来，他带病坚持工作，

弘扬抗美援朝伟大的精神，从没有拿过一分报酬。

多年里，抗美援朝历史纪念馆共接待青少

年学生和群众达23万人次，研究会共编辑出版

《血染丰碑》、《志愿军英雄万古流芳》、《讲述战

争访谈录》等书，为青少年提供阅读资料。 64岁的王文杰是安徽人，头发花白，

满脸皱纹。

老王有个大家庭，老伴生病撒手

人寰，撇下老实憨厚的王文杰和近6万

元债务。

2008 年 4 月，王文杰跟随儿子来

到瑞安，在滨江垃圾中转站做清扫工，

负责虹桥路虹桥花园至南大超市路

段，每天工作时间 10 小时，每月工资

1320元。

王文杰是一个缺钱的人。但有很

多次，他很有“钱”了，这些“钱”加起来

足 以 还 清 他 的 债 务 ，可 他 都 选 择 了

“钱”归原主。

2012年底的一个晚上，在虹桥花园

段由东向西清扫时，他扫到了一个黑色

的塑料袋，里面竟然有3整扎百元纸钞和

一些散钱。他没有片刻犹豫，在路边等

待失主，等来了失主后，他才放心地回家。

无独有偶。一日，在虹桥路公交站

台边，老王扫到了一团废纸，可废纸里

包着的却是一崭新手机和一叠人民

币。老王依旧在路边等待失主。

他说：“不是我的东西，我一定不

会拿。哪怕拾到 10 元钱，我也不能自

己昧了。”

因为他的善良，瑞安华鑫道德基

金表彰了他的拾金不昧行为。王文杰

说，不求任何回报，只求对得起良心。

44岁的吴小英出生于高楼上村，是浙江省九

大“爱心妈妈”之一，从呕心沥血地训练聋哑的儿

子，到开办语言康复训练班，为广大聋儿进行语

训，她从事聋儿的语言康复工作已有近20年。

儿子瑞典是她的首个学生。1991年，3岁的

小瑞典因为发高烧用药不慎导致药物性耳聋。吴

小英呕心沥血，用5年时间，让完全无法说话儿子

掌握了单字的发音，又过了一段时间，重度耳聋的

儿子会说话了，走进了正常孩子同样的学校。

“我的孩子可以跟正常人一样，为什么别

的聋哑儿童不可以？”吴小英说。

2005 年，她开办了聋哑儿童语训班，将自

己的成功经验拿出来服务社会。

在这里，吴小英吃、住跟聋儿们在一起，便

于随时照顾孩子语训。语训班没有寒假和暑

假，因为聋哑孩子跟正常孩子不同，若耽搁了语

训时间，就会前功尽弃，并且接受语训的年龄越

小越好，年龄越大语训的难度就会随之增加，所

以一丝都不能松懈。有些聋儿脾气倔，不配合，

吴小英便耐心地教导他们，声音都嘶哑了；有些

聋儿体质差，经常感冒发烧，吴小英又亲自带孩

子看医生，照顾他们。

语训班自开班以来，收训聋哑儿童共 60

多人，其中已有 30 多名儿童康复后走进正常

的学校和幼儿园。

吴小英 20年呕心沥血为聋儿

2013 年 3 月，39 岁的诸葛建武突

发脑溢血被急送医院。然而，奇迹没

有出现。

担任村支书 11 年，留给家人最宝

贵的只有11本工作日记。

湖岭镇贾岙村是一个千年古村，

三十一溪穿村而过，曾是商贾富庶之

地，但在时代的浪潮中，被甩在后面。

2002 年，年仅 28 岁的诸葛建武迎

难而上，和村干部统一工作思路：先打

好硬件基础，再引进项目解决集体资

金问题，然后改造旧村。

村里没钱怎么办？他一趟一趟地往

镇里跑，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到处筹

钱，给村民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道路

硬化了，村里通自来水了，三十一溪两岸

建起防洪堤，还建起一座新桥⋯⋯

11年来，贾岙村投入项目建设资金共

850万元。

此外，诸葛建武先后为村民担保

贷款约 400 来万元。当村民有些贷款

到期还不上，他还想办法筹钱垫资 150

多万元。

而在日记本上还有这样一些记

载：为了一件60元的衣服，他讨价还价

后依然舍不得买，却能掏出一两千元

捐给困难村民；他曾入股村里的卧龙

峡风景区开发，在项目刚扭亏为盈时，

为了避嫌又主动要求退出股份⋯⋯

“你一定要做一个清水官，如果水

不清，再好的米，也煮不出好吃的饭。”

这是诸葛建武的母亲薛之英说的一句

话，诸葛建武做到了。

何建东 将环保进行到底
他是个老板，有车却偏爱步行；他经营数

家企业，却总爱与一群追随者整天胡侃；他没

那么多空闲，却时常上山走走看看。他就是把

环保当事业的塘下镇企业家何建东。

有车族却爱步行，原来是另有所图。作为

塘下环保协会会长，何建东要看看这大街上到

底有多脏。他把自己花了 300 万元建造的售

楼部，改装成办公室，用于塘下环保协会的办

公点，让众多的环保者参与进来。

他有空没空爱上山转转，哪里有垃圾，他

就会心里有数，带领环保协会的人快速清理。

“我只想证实，如果大家都贡献出一点力

量，环保的力量才更大。”何建东说。他联合塘

下环卫所购置了 2000 个垃圾筒，摆放在塘下

的主要街道。

他邀请塘下文联，组织瑞安的民间文艺

家，深入社区宣传环保理念，推广环保行动；他

眼中容不下脏乱差，与塘下摄影协会联合推出

塘下环保监督员机制，大大改善环境卫生；他

牵头，塘下环保协会与塘下教育学区、塘下镇

文学协会共同举办环保征文比赛，颁奖会上，

他慷慨激昂——所有这些只有投入没有产

出。为了这些，他甚至连自己在重庆的新厂房

搬迁都来不及去。

因为有了这位环保使者和很多的环保志

愿者，塘下镇多条道路路边干净了，多条河道

整洁了，群众的环保意识也增强了⋯⋯

他来自大山深处，有着大山一般宽厚的

胸怀，身在异乡，情系桑梓。

1973年10月，潘世锦远渡重洋，来到荷

兰。他起早摸黑，勤勤恳恳地经营，在当地

创出了自己的事业。

“当年离开老家桂峰山村，就是为了实

现不吃番薯丝的愿望，但乡亲们对我另有期

望！”这个朴实的愿望，潘世锦始终记得。

1980 年，他第一次回国探亲。看到家乡

用电不正常，他便出资1万元支持改造原桂峰

乡电网；看到很多村民挑水喝，他又捐资1万

元为村里安装自来水设施。

就这样，路不平，出资建路；桥坏了，

他出资修桥；孩子没校舍，他出资建道路、

操场，添置电脑⋯⋯

此外，他还出资设立“潘世锦助学基金

会”，资助贫困学生，助学金达8.25万元。

事业有成后，他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乡

亲们。30 多年来，由他带到国外发展的乡亲

共 80 余人；通过亲带亲、戚带戚，并由他帮

助和支持出国发展的乡亲共 800 多人。这么

多乡亲出国到荷兰等欧洲国家发展，他们当

中大多数人现已发家致富。

据统计，30 多年来，潘世锦积极为祖国

及家乡的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慷慨解囊，捐资总额达500多万元。

潘世锦 带乡亲走出大山

赤子之忱
多少年的坚守，他们有着各自坚守的理由。满怀赤子之忱，他们的心里有对瑞安满满的爱

意。在他们心中，也有梦，但还有比梦更美好的东西，就是做一名使者，爱国的使者，环保的使者，

抑或是带领乡亲们走出贫困的“引路者”。 厚道之为
他们是在瑞安辛苦工作的新居民，不管是生活的清苦或遭遇不幸，都没能阻止爱心的传播。

王清林 用爱延续生命
“80 后 ”王 清 林 是 湖 南 衡 阳 人 。

2006 年来到瑞安，在塘下镇创办了一

家模具加工店。

谁知一场无情的灾难降临在他的身

上。去年1月6日，王清林的小儿子王志

杰不慎从自家二楼楼梯上摔落，头部着

地，虽及时送至温医附一院接受手术救

治，但依然没能挽救小志杰的生命。

王清林夫妇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

定：孩子身故后无偿捐出其器官、角

膜。

去年1月13日，小志杰的肝脏、肾脏

等器官被连夜送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成功帮助3名亟待接受器官移

植的患者，其中包括两名中年妇女和一

名一岁儿童。目前，小志杰的角膜被留

在温州市眼库，可以帮助需要的患者重

拾光明。

王清林说，“眼角膜可以捐，其他器

官也一定可以捐。我告诉医生，我们没

有读什么书，不懂那些大道理，但是只要

别人用得上，我们都愿意捐。”

他告诉记者，其实他的想法很简

单，但就是这简单的想法，挽救了 3 个

人的生命，也让小志杰的生命得到了

另一种方式的延续。小志杰走了，留

下的是感动和爱。

王文杰 拒绝“金钱诱惑”

为民，他们操劳着，奔波着。怀着这朴素的为民之心，他们兢兢业业，为群众竭尽所能。

为民之心

3 年内审结民事案件 1212 件，结

案标的额达 4568 万元；5 年内办结执

行案件 1530 件，执结标的额达 1.046

亿元，办案量、结案数历年居市法院前

列，被称为瑞安法院的“拼命三郎”。

他就是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陈万敏。

他就像一头老黄牛，默默耕耘。

在塘下法庭，他主动放弃午间休

息时间，专为当地新居民开设了“午间

法庭”。“午间法庭”被《人民日报》、《浙

江日报》、《浙江法制报》、新华网等媒

体广泛报道。

他经常放弃休假办案。他说：“对我

们来说，也许是个普通案子，但对当事人

来说，也许他一辈子也就打一个官司。

我再苦再累，也要把案子尽快了结。”

2012 年 6 月，为顺应温州“金改”

及民间借贷、金融类案件频发的特点，

市法院在全省率先成立了以陈万敏为

核心的金融执行工作室，通过合理分

工、节点办案、批量办理，极大地提高

了执行工作效率。据统计，执行工作

室成立 11 个多月，共办结 1512 件金融

类案件。

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法律忠

诚，这是陈万敏的品格。2012年以来，

他登记拒礼拒贿 9 人次，计价值 36000

余元。他把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审判权

一心一意用在为人民谋利益身上，恪

守法官职业道德和法官行为规范，一

身正气，铮铮铁骨，守护着社会秩序的

最后一道防线。

陈万敏 法院里的“拼命三郎”

诸葛建武 村民眼里的“清水官”

慈善之力
他们可以过得更好，但是他们将青春和精力留给了一些更需要帮助的人。这是极致的深情，

不是冲动，是不悔的抉择。

梁锋梁锋（（左一左一））

何建东何建东（（左一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