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会一直为清贫孩子搭建温暖的

家。”昨日，戴其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

说道。2007 年 8 月，戴其丽和丈夫虞海河

一起成立了“幸福一家”。至今，已有 25 名

失去父母的孤儿或困难家庭的孩子，先后

走进“幸福一家”，在这个避风港中休憩成

长，也在这里收获了平凡的幸福。

当第一批 8 个孩子走进这个陌生的家

庭时，戴其丽的两个儿子，大的不过 9 岁，

小的才8个月。

从小家庭突然变成了大家庭，最初的

一段时间，戴其丽过得很辛苦。白天她要

帮丈夫打理厂里的事情，晚上回家和婆婆

照料这 8 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及作业，夜里

还要照顾不满周岁的小儿子⋯⋯

身体和心理承受的双重压力，差点击

倒了戴其丽。经过深思熟虑，她狠下心把

小儿子送回娘家抚养，将更多心思花在了

照顾“幸福一家”的孩子们。

“保证孩子们人身安全，帮助他们养成

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才是最重要的事

情。”戴其丽说。

今年 70 岁的郑美香是戴其丽的婆婆，

一直以来，她都坚定地支持着儿子和儿媳

的想法。这些年来，郑美香几乎包揽了煮

饭、洗衣、拖地等家务。在孩子眼中，郑美

香特别慈祥，也特别宠他们。

据了解，“幸福一家”的创办，主要源于

虞海河的成长经历。虞海河 14 岁时，父亲

因病去世，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亲戚、朋友、

同村人向他们伸出了援手。

“在我成长过程中，母亲一直教导我要

懂得感恩。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也许就

没有现在的我。”虞海河说，在亲友接济下

长大的他，深刻体会到那些失去父母或家

境窘迫的孩子对幸福的渴望。因此，在他

手头稍有积蓄时，就和家人商量，想要尽力

去帮助社会上的困难群体。

“孩子是最需要关心和爱护的群体。

如果没有人及时去帮助他们，也许他们将

无法拥有光明的未来。”虞海河说，他所做

的就是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一个温暖

的“家”。

戴其丽、虞海河及其母亲十几年如一

日的善举，也感染着戴其丽的两个儿子。

他们不仅理解父母，并打心底里把“幸福之

家”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

现在，老大虞安凯已经参加工作，从事

的正是慈善方面的工作，他觉得“这是一份

能让人开心的工作”。从小的经历让他对

慈善有独特的认识，对弱势群体有着很强

的关爱之心。“幸福一家”，不仅给了 25 个

失去父母的孤儿或困难家庭的孩子一个幸

福的“家”，也让虞海河一家更加深刻的体

会到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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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数字人民币正在全国“10+

1”地区及场景进行测试。与形形色色

的虚拟货币相比，数字人民币有何不

同？接下来，要如何进一步完善数字人

民币生态系统？

“以比特币、天秤币为代表，目前全

球虚拟货币的数量高达约 8000 种，但

数字人民币与它们有本质不同。”招联

金融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

兼职研究员董希淼说，数字人民币是数

字化的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的一种形

式，将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以国

家信用背书。而虚拟货币的本质是虚

拟商品，作为一种投机资产，价格波动

大，由私人部门运营，不是也不会成为

货币。

董希淼表示，与虚拟货币和非银行

支付工具相比，数字人民币具有法偿

性、强制性、通用性三个突出特点。因

此他建议，接下来应及时修改中国人民

银行法、人民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明确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地位，为其正式

发行和流通提供法律保障。

针对公众普遍关心的落地应用问

题，董希淼认为，应构建一个开放、包容、

共赢的数字人民币生态系统，让全国广

大用户能够方便用、喜欢用，进一步强化

数字人民币法偿性、强制性和通用性。

具体来看，可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鼓励

多主体参与。在数字人民币研发测试的

过程中，商业银行、电信运营商、科技公

司、非银行支付机构等已参与其中，应进

一步发挥好各方的特点和优势。目前参

与的商业银行已从最初的4家大型银行

扩展到6家大型银行和两家民营银行，下

一步，可让更多实力较强的商业银行加

入到运营机构之列。

二是实现多场景覆盖。当前数字

人民币已同时支持线下线上场景，覆盖

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

费、政务服务等多个领域。下一步，应

继续加大场景拓展，线上通过推送子钱

包嵌入更多应用场景，线下加快商户拓

展、原有机具改造，努力实现小额、零售

支付的全场景覆盖。

三是拓展多功能应用。支付是数

字人民币的主要功能之一。现在的支

付功能已有扫码、“碰一碰”、离线支付

等多种方式，接下来，应支持数字人民

币对银行账户及非银行支付账户的充

值、提现等；同时，通过商业银行柜台、

ATM 等渠道，实现数字人民币与人民

币现金的双向兑换等功能。

四是开发多形态钱包。目前，中国

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从四方面

设计了数字人民币钱包矩阵，包括实名

钱包与匿名钱包、个人钱包与对公钱

包、硬件钱包与软件钱包、母钱包与子

钱包。要注意软件载体和硬件载体的

结合，例如，在 IC 卡及智能手表等可穿

戴设备中嵌入数字人民币钱包芯片，以

方便用户使用。 （据《经济日报》）

近年来，我国在大力推进信用社会

建设，探索对失信者施以信用惩戒，让

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以倒逼其纠正错误，履行守信义务。截

至 2020 年底，有 751 万名失信被执行

人迫于惩戒压力自动履行了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效果不言自明。

对于那些有意彻底改正的人来

说，确实需要给一个“重生”的机会。

这是因为，实施信用惩戒并非将失信

者一棒子打死，使其不得翻身，而是为

了借此让失信者受到处罚，进而让其

认识到失信行为的错误之处，纠正错

误，引导社会大众诚实守信。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用修复是必

要的辅助工具，可让失信者看到恢复

信用的希望，以主动修复去除信用惩

戒带来的“枷锁”，恢复正常的生活和

工作，以免失信者失去信心，“破罐子

破摔”。

失信者信用修复的主要内容，包

括在规定期限内纠正失信行为，公开

作出信用承诺，主动参与志愿服务和

社会公益事业等。这些措施的实施，

有助于推进失信信用惩戒走向精准化

精细化，让惩戒和修复工作并存，各自

发挥出应有的效力。

当然，信用修复工作不能过于随

意，要鼓励轻微失信者主动纠错自新，

并畅通社会公众对信用修复的异议、

投诉、举报渠道，引导公众及社会组织

关注和参与信用修复工作，不断提升

全社会信用水平。

（据《经济日报》）

去年 11 月，来至马屿镇的姚笃树入选

“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好人）。

据了解，姚笃树热衷慈善，经常组织、策

划并参加许多慈善活动。在2012年一次慈

善活动中，他发现一个家庭清贫的孩子每天

早上4时多起床，乘车2个多小时到马屿镇

上上学，这让他十分动容。此后在活动中，

姚笃树又了解到了许多清贫孩子的艰辛生

活，这让他有了创办“爱心之家”的想法。

姚笃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妻子的支

持，但父母及朋友却都不能理解。他们认

为，如果姚笃树想做善事可以直接资助清

贫孩子，没必要放弃自己的事业去成立“爱

心之家”。

但是，姚笃树有着自己的想法。他创

办‘爱心之家’，是希望能给这些孩子一个

完整、幸福的家，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姚笃树把一些清贫孩子的情况说给母亲和

姐姐听，并把在慈善活动中拍下来的照片

拿给她们看。在了解具体情况后，亲人们

也开始理解和支持他。

2012 年 9 月，“爱心之家”首批的 7 名

清贫孩子穿着新衣服、背着新书包，高高兴

兴地上学去。这些孩子中，有的患有自闭

症，有的成长在单亲家庭，有的甚至是孤

儿。他们中最小的6岁，最大的15岁。

“爱心之家”成立后，姚笃树把精力都放

在马屿，妻子也随他回到马屿一起照顾孩子

们。“特别感谢妻子的支持，要没有她，‘爱心

之家’就不完整。”姚笃树说，为了更好的照

顾孩子们，他们还招募了5名志愿者。

“我们都被姚笃树的志愿精神所感动，

一听说这里需要志愿者做服务，就跑来帮忙

了。”“爱心之家”里的一位志愿者说，他们每

天买菜烧饭，为孩子们准备营养餐，还会根

据自己擅长的学科为孩子们辅导作业。

刚入住“爱心之家”时，孩子们有些自

卑，怕和人接触，不敢说话。但是通过大家

的共同努力，他们都逐渐变得开朗起来，还

会参加团体活动，如帮忙洗碗、打扫宿舍、

为敬老院的老人整理房间、打扫卫生等。

有的孩子还找到了自己的爱好，课外去参

加乐器课的学习。

“看到孩子们的变化，我很欣慰，自己

的努力很值得。”姚笃树笑着说。

如今“爱心之家”的运行日益完善，并

且成立了“爱心之家”志愿者党支部。周

末还会举办免费公益课堂，为结对的 20 多

位留守清贫孩子，免费提供书法和美术公

益指导。

姚笃树作为马屿镇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队长，还带领志愿服务队伍开展文明城市

创建、五水共治、人体器官和造血干细胞捐

献登记等众多的公益活动。2017 年，在他

的努力下，马屿“免费粥铺”顺利开张，为辖

区内低保家庭、清贫老人及环卫工人提供

免费早餐。

在各个志愿活动的现场，经常会出现

姚笃树和孩子们的身影。“只要时间允许，

我都会带孩子们一起参加志愿活动，他们

也很喜欢。志愿精神需要传承，孩子是未

来，我希望我的下一代人能继续践行好志

愿精神。”姚笃树说。

■记者 黄丽云 通讯员 钟金燕

一间遮风避雨的屋舍，一群相亲相爱的家人，一份互相牵挂的亲情⋯⋯这些大多数人容易得到的“小确幸”，对于小部分人来说却是一种奢求，对于一些

缺乏温暖的孩子来说，更是一种渴求。

在我市，已经有许多志愿者行动起来，为那些渴求亲情和安稳生活的孩子们“保驾护航”，给予她们一个完整、幸福的家，让她们在温暖的环境中成长。

塘下镇的戴其丽、马屿镇的姚笃树及其他们的家人就是这样的先行者。戴其丽家庭成立了“幸福一家”，14年间 25位孩子重新得到了家庭的温暖；姚

笃树家庭则成立了“爱心之家”，至今已帮助7名儿童得到完整的教育。

让孩子们重获“家”的温暖

加快完善数字人民币生态系统

信用修复助失信者“重生”

戴其丽家庭：给孩子们一个完整幸福的“家”

姚笃树家庭：用“心”经营“爱心之家”

戴其丽与家人们

姚笃树一家在志
愿活动现场合影

快乐鱼学雷锋 志愿精神成家风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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