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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能可贵的是，郑炳来在

招生学徒上，始终坚持一个原

则：不收学费。

“太极拳是我们的国粹，

是无价的，用金钱来衡量是对

太极拳的不尊重；再说有些学

员并不富裕，如果收费，很多

有兴趣的人就不敢来学了。”

郑炳来说。

除了以身作则外，郑炳来

还严格地要求每位学生。

“现在我们有 48 个总教

头，我要求他们不准吃学员的

一顿饭，不准拿学员的一点东

西。”郑炳来说。

正是这个规定，在郑炳来

的学生队伍中，有上至八十多

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孩

子，有教师、企业老板、新居民

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他们不

仅在这里学习太极拳，还交到

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也正是这样的规定，学员

们对郑炳来十分尊敬。

“太极拳具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益，

我希望能在塘下带更多人学

太极拳。”郑炳来说。

悠扬的乐曲、统一的服装、收放自如的动作……8 月 8
日，塘下退休老人郑炳来带领400多名学生，在龙翔中学举
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太极拳晨练。

郑炳来今年 71 岁，他 20 多岁时自学太极拳，40 多岁
开始免费教拳。27年来，学生累计已达1500 多人。

为学太极拳，每次出差先找公园广场

上世纪 60 年代，郑炳来 20

出头，却犯有多年的胃病，医生

建议他多锻炼。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看到有人在打太极拳，立

即被吸引住了。

“当时，塘下还很少有人会

打太极。”郑炳来只能买了一些

有关太极拳的书籍资料，一边

看书一边摸索，根据书上的动

作从一招一式学起。

然而，让郑炳来感到苦恼

的是，他的太极拳都是从书上

学的，没有老师的指导，不知道

动作是否准确。

“当时杭州、上海这些大

城市，太极拳已经比较流行，

我便趁着出差的机会，去请教

那里的老师。”郑炳来说，每次

出 差 ，他 首 先 要 找 的 就 是 公

园、广场等地方，第二天早晨，

他会早早地过去，虚心向太极

拳晨练者请教。

半个世纪来，练太极拳已

经成为了郑炳来每天清晨的必

修课，也正是这样坚持不懈地

锻炼，年过七旬的他身体健朗、

精神矍铄。

不设门槛，27年带出1500多名学生

“我的第一个学生是我的

领导。”1987 年，郑炳来担任

三都乡副乡长。那时，每天早

上上班前，他都会在乡政府内

练太极拳。当时三都乡乡长

身体状况不好，见此情景，便

好奇地问他。在郑炳来的说

服下，该乡长便每天早起跟他

学太极拳。

自此以后，不断有人向郑

炳来拜师学艺。“刚开始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同事、邻居，后来过

来问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因为

工作忙，我不敢带太多学生。”

2002 年，郑炳来退休，拥

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便正式

开班教太极拳。学生有没有

基础，资质好不好他都不在

意，只要想学，都悉心教授。

家住龟山村的林美兰跟

随郑炳来学习太极拳已经有

15 年的时间。1999 年，40 岁

的林美兰腿脚不便，上楼梯特

别吃力，医生嘱咐她注意锻

炼。一天，她在家附近的中学

里锻炼时，刚好看到郑炳来在

打太极拳，便上前问他能不能

教她打太极，郑炳来立马就应

允了下来。

“老师教得很细心，两三个

月时间，我就入门了。这十几年

来，每天早上跟老师一起打太极

拳，腿脚好多了。”林美兰说。

付尧双是一家企业的老

板，在朋友的介绍下跟郑炳来

学习太极拳，但由于工作忙，

没学多久就打起了“退堂鼓”。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老

师两次托人过来叫我回去学

习，实在过意不去，就回去继

续学拳。几年下来，我对太极

拳越来越感兴趣了。”付尧双

说，“如果当年老师不那么关

心我，也许我就放弃学拳了。”

正是郑炳来的这种细心

和热心，过来学习的人络绎不

绝，27年来，他带出了1500多

名学生。

拒收学费，只愿普及太极拳文化

郑炳来带领学生打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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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开始，岑头村陆

续收到当地企业家的善款，不

过两日，爱心捐款就达到了

10 多万元，截至目前，已累计

达35万元。

据了解，岑头村共有六七

十家企业，以汽摩配、塑料制

品、汽车 4S 店为主。自捐款

日起，不管是本村的还是外村

的企业家都踊跃捐款，其中五

洲汽车集团捐资 8 万元，成为

目前捐款额最高的企业。

瑞泰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颜建胜是土生土长的

岑头村人，今年 60 岁的他对

家乡的河有着深厚的感情。

“小时候我们常在河里游泳，

眼看着河流不复往昔，我看在

眼里痛在心头！”颜建胜说。

当村“两委”提出捐款时，他毫

不犹豫地捐了6000元。

温州宏阳塑料制品有限

公 司 的 总 经 理 夏 岩 娒 捐 款

3000 元，他来自莘塍，在岑头

村办企业已有 4 个年头，公司

坐落在小南山河岸边。“上门

的客户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小

南山河，可以说，它是我们这

些沿岸企业的‘脸面’。”

除了捐款，企业家们还不

约而同地提出了要求——河

道清淤后，要建立有效的管理

机制。对此，岑年六心中早有

规划：“未来河道管理将结合

宣传，做到房东对房客，厂主

对员工的点对点宣传；将在河

边设立多个垃圾桶；配备巡查

人员，发现乱丢垃圾行为，采

用教育与处罚并举的办法处

理。”

七旬老人义务教太极拳27年，学生达1500多人

郑炳来：希望在塘下普及太极拳

岑头村企业家捐款35万元助力治水
他们说，河是沿岸企业的“脸面”

■见习记者 潘敏洁

随着塘下镇岑头村河道整治提上
日程，这几天，许多心系治水的企业家
慷慨捐资，截至目前，爱心治水款已达
35万元。

河道黑又臭，村民盼整治

流经岑头村的河流有小南

山河和岑头河，随着当地经济

发展，河道污染日益严重。“一

些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和生活

废水直排河内，导致河道垃圾

难以彻底清除，淤泥堆积。”岑

头村村支书岑年六说。

记者在小南山河看到，河面

上覆着一层厚厚的污垢，漂浮着

塑料袋、酒瓶子。“尤其是到了夏

天，河道内的垃圾被阳光暴晒

后，臭味难挡。”村民周老伯说。

河道整治成了村民的共同

心愿，然而面对资金压力，岑头

村犯了难。岑年六说，小南山

河清淤 250 米，岑头河 240 米，

根据预算，工程总造价约为 40

万元，虽然镇里承担一些，但剩

余的资金对一个村来说仍是不

小的压力。

思来想去，岑头村决定发

动村里的企业家们捐款治水。

“这个想法当时其实挺没底的，

如果大伙不愿意怎么办？”回忆

起前期筹备工作，岑年六不禁

感慨。

令岑年六意外的是，企业

家们表现得相当热情。“当时村

‘两委’举办了一场企业家座

谈会，企业家们一致认为治河

是 件 好 事 ，纷 纷 表 示 愿 意 出

资，这令我既意外又感动！”岑

年六说。

除了捐款，
企业家们还提出了治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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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共治 建设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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