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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春华秋实。

《瑞安日报》以30年的

坚守，记录了瑞安发

展的每一个步履，无

数精彩与感动。站在

“三十而立”的节点

上，记者再访报道过

的人物，听他们讲述

寻常生活故事，回顾

过去，展望未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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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在郑超豪的办公室，

郑超豪向记者介绍自己的慈善公益

事业历程。他坦言：是《瑞安日报》让

自己从“幕后”走向“台前”，同时也感

谢瑞安新闻单位的支持，扩大了影响

力，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慈善

公益事业中来。

2005年，郑超豪牵头成立陶山

教育基金，该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

的陶山籍学生以及陶山片区师德优

良、教学业绩突出的教师和校长。自

此，郑超豪便与慈善结缘。随后，他

分别组织成立“华鑫道德基金”“诚济

关爱护士基金”“陶山镇沙洲村济困

敬老互助基金”等基金。截至目前，

他创办的“草根基金”已有11个。这

11个基金资金规模已突破6000万

元，帮扶奖励对象超过4000人次。

在从事慈善活动的过程中，郑超

豪发现被资助学生有“精神负担”的

问题，因为家庭信息被公开，受资助

的学生反而有心理压力，放下了经济

包袱，却背上了精神包袱。这一现象

使他再次思考起助学解困的目的。

2007年，在郑超豪的牵头下，华峰集

团出资1000万元，成立华峰诚志助

学基金。该基金不再公示学生家庭

隐私，学生接受资助时会签订一份诚

信协议：在领到第一笔资助款的8年

内，当有经济能力时，分批或一次性

将助学金返还到助学基金。郑超豪

对该基金寄予“诚信”“励志”的希望，

实现了助学模式从“给”到“借”再到

“捐”的新转变。随着基金运行16

年，至今已有100多位学生陆续捐款

返哺。

郑超豪告诉记者，崇德书院是

“崇德公益系列事业”的重要部分，

2013年，由市政协、市委组织部、市

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创立了具有公

益性质的道德品行培训机构。十年

来，崇德书院已举办了500多期孝德

培训班，培训了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以及社区矫正对象等3万多人次。

为了巩固拓展崇德书院的现场教学

示范效果，郑超豪又陆续创建了崇德

慈爱站、崇德诚善农场、崇德道德事

务所、崇德慈善食堂等10个系列公

益项目。其中，崇德慈爱站为环卫工

人和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早餐，让

10多个省市、200多万人次享有获得

感。

郑超豪表示，十多年的慈善公益

之路，尽管有困难和险阻，但更多的

是赞誉和正能量的汇聚。崇德公益

项目先后被评为瑞安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温州市干部优秀传统文化与

从政道德教育基地。他本人也获得

第四届浙江慈善奖、长三角首届慈善

之星等荣誉称号。

如今，郑超豪身上又增加了一个

新身份，那就是陶山镇新乡贤联谊会

会长。他表示，要团结汇聚更多乡贤

的力量，投身家乡建设与慈善事业中

去。

（记者 林勇）

“我第一次与《瑞安日报》结缘

还是以求助者的身份。记得那是

2006 年 11 月，我想收留帮扶几名

家庭困难的孩子，但因信息不对

称，寻找无果后，就来到了瑞安日

报社求助，受到记者的热情接待和

帮助。”虞海河回忆道。

1972年 6月，虞海河出生于塘

下镇双桥村。他年少时家庭困难，

获好心人帮助长大。2006年，事业

有成的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做

公益回报社会。“当时，我每天问自

己，想帮助谁？该怎么帮？”最终，

他和妻子戴其丽、母亲郑美香商议

后，把帮助对象确定为社会上的孤

儿和因家庭残缺、困难而得不到照

顾的孩子，为他们提供生活和学习

费用，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家庭的温

暖。

经过多番努力，2007 年 8 月，

在瑞安日报及社会各界共同帮助

下，虞海河完成了幸福的愿望：“幸

福一家”成立。8名来自高楼、湖岭

等山区困难家庭的孩子成为了“幸

福一家”的第一批家人。当时，这

则消息刊登在《瑞安日报》头版头

条，获得了瑞安全市上下的关注，

大家纷纷为虞海河一家的善举点

赞。

17 年来，虞海河陆续将 27 名

困境儿童接回家中共同生活，抚养

至成年。“幸福一家”也成为《瑞安

日报》宣传报道的常客。如今，孩

子们走出困境有了新生活：考上大

学、入伍当兵、成家立业……因为

善举，“幸福一家”获得了浙江慈善

奖，虞海河获得了瑞安慈善事业突

出贡献奖、“感动温州十大人物”等

荣誉，他的妻子戴其丽、母亲郑美

香上榜“中国好人”“浙江好人”等。

近两年来，“幸福一家”没有新

的孩子入住，可愁坏了虞海河。

2022 年 12 月 26 日，他再次找上

《瑞安日报》求助。记者向我市多

家相关部门及慈善机构了解到，我

市现有的困境儿童都有政府“兜

底”，每人每月可享受最低1239元

基本生活补助，还有30支义工队伍

长期提供全方位帮扶，没有符合

“幸福一家”帮扶标准的孩子。

为此，虞海河虽有些许失落，

但也由衷地感到高兴：“政府对困

难群众的帮扶工作做得很扎实，困

难家庭、困难孩子越来越少了，所

以‘幸福一家’萎缩了。困难老百

姓脱贫致富了，这是中华民族几千

年来的一大进步，是好事。”

当得知《瑞安日报》复刊已走

过三十个春秋时，虞海河感慨万

分，“《瑞安日报》一路见证着‘幸福

一家’的幸福生活，也一直陪伴着

我走在慈善公益道路上。希望《瑞

安日报》越办越好，一起走过更多

年。”虞海河祝福道。

（记者 金晓锋）

郑远1997年出生，是交警安阳

中队辅警。两年前的经历让他的名

字第一次出现在《瑞安日报》上，“以

前都是看报纸的，没想到自己会被写

在报纸上。”他腼腆地说。现在《瑞安

日报》的新闻通过客户端推送到手机

上，他每条都会看，及时了解周边发

生的大小事。

郑远雨中逆行“跑出”生命通道

的事迹，当时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

微信公众号、央视网、学习强国、浙

江日报、浙江电视台等20多家主流

新闻媒体报道，全网阅读量破亿，点

赞数超千万。面对称赞，郑远显得

很谦虚。他说当时自己心里只有一

个想法“尽快将孕妇送到医院”。“换

作是别人，我相信也会这么做的。”

他说。

像这样的事情，郑远碰到不

少。今年6月15日傍晚，刚处理完

一起交通事故的郑远准备去站晚高

峰岗。在红绿灯前，一名家长向他

求助，说他的孩子鼻腔不小心进入

异物，比较危急。郑远了解情况后，

马上开道送医。因送医及时，孩子

得到妥善救治。6月19日，家长给

郑远所在的中队送来了一面锦旗，

表达感谢之情。

据郑远的同事介绍，无论是刮风

还是下雨，郑远总会提前到岗，在路

口指挥交通，是“老黄牛”型的人。去

年7月7日轮到郑远值班，他负责路

面接处警，连轴转加天气炎热，下午

的时候他感到头晕胸闷，在同事的劝

说下才去了趟医院。就医回来后，他

未休息，晚上继续出勤，直到21时归

队。21时30分许，在岗值班的郑远

突然晕倒在值班室里，随后被送往医

院抢救，直到23时许才恢复意识。

郑远于2020年进入警队。2015

年至2017年，他曾在部队当兵。他

说，一开始并不适应部队的生活，后

来跟着班长和教官进行日常训练，让

他从不适应向不舍得转变。正是因

为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吃苦耐劳的

精神。

去年，郑远当选为温州市第十四

届人大代表，系该届最年轻的人大代

表，也是温州公安辅警中唯一的人大

代表。他说，温州公安系统有数万名

辅警，他们为平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

献，“我的建议是如何进一步提升辅

警的待遇和晋升空间，提升职业归属

感和荣誉感，激发出辅警队伍更大的

战斗力。”

作为一名一线辅警，在日常巡逻

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老小区停

车难、道路路面长期施工影响通行等

都是郑远关注的问题。他说，在日常

工作之余，他就这些问题开展走访调

研，争取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

更有建设性的建议。

郑远先后被评为“最美瑞安人”

“最美浙警”“最美辅警”等。“无论取

得多少荣誉，我都会脚踏实地做好本

职工作。”郑远谦虚地说。

（记者 杨华）

虞海河

为了“幸福一家”的幸福生活

在岛上蹲点采访4天，听说最紧

缺的还是水。水从何而来？老杜带着

我们来到山下一处潮湿的山洞。一滴

一滴，水就是从岩石缝里滴下来，被收

集到水井里。“用水泵抽到上面的过滤

池，碰到干旱时，这里就没水了，洗澡

是奢望，枯水期，我们一周才洗一次

澡，三分钟完事。”

老杜是岛民，20多年前娶了一位

城里姑娘。婚后，老杜和妻子杨圣华

多半时间都隔着茫茫大海，也曾经历

了亲情与责任难两全的艰难抉择。“我

对家庭始终还是愧疚的，女儿基本上

是妻子一人带大，我也很少能帮上

忙。平时聚少离多，女儿对我也不怎

么亲近。每次回到家，就是拼命干家

务活。”

老杜的钱包里，有唯一一张全家

福，这是送女儿上大学，一家三口在武

汉旅游的照片。老杜说，这是一段美

好的时光，却只能珍藏在心里。

珍藏在他心里的，还有一座他守

护的灯塔。

老杜全名叫杜忠良，18岁如愿成

为一名守塔人，2005年8月至今担任

第三任北麂山灯塔主任。

“乌云密布，有条渔船在捕鱼，风

浪大。危难时刻，渔民看到了这盏灯

光，知道是灯塔的灯光，后来驶入岛屿

找到了家。”渔民的反馈，让老杜觉得

自己33年的坚守是值得的。

老杜的父亲是岛上立公村的老村

支书。老杜说，父亲给家里四个儿子，

取名忠国、忠良、忠强、忠莲。父亲说过，

灯塔照亮人心，就像人生的指明灯。

北麂山灯塔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

温州海域唯一一座大型国际灯塔，灯塔

灯高137.28米，射程25海里。1989年

底动工，1990年12月正式发光。

“20秒3闪，代表北麂山灯塔的身

份标志。AIS基站，将数字信号发送

给周边船舶，避免碰撞。”老杜说，国家

强大了，天上的卫星越来越多，想到卫

星信号经过北麂山灯塔处理后发给周

边海上船舶使用，感到非常自豪。

凌晨四五点、午饭后、晚饭后，每

天这三个时刻，灯塔里总有杜忠良的

身影，他的日常工作简单到一句话就

能概括：检查仪器、记录数据、擦拭太

阳能板。

但这看似平凡简单的工作被老杜

做到了极致。只要一“把脉”，哪块电

池有问题，马上就被发现。为灯塔蓄

电的57块太阳能电池板，老杜几乎每

天都会清洁检查一番，电池板后面线

盒里布线整齐，纤尘不染。

他说：“我一辈子只做了这一件

事，灯亮是我的职责所在。”

33 年来，北麂山灯塔保持着

100%发光率。“几千双、几万双眼睛

看着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侥幸心

理。”老杜很严肃地说。

难以忍受灯塔工作的孤单寂寞，

灯塔工们来了又走，算上老杜，目前的

工作人员共4人。老杜说，那时最开

心的，是能看到陌生的脸。

2014年2月，温州航标处在全国

首开先河，公开招募北麂山灯塔值守

志愿者，被网友称为“最浪漫的志愿者

活动”，已经吸引了4000多人报名。

近十年来，来到岛上的四百多名

志愿者，都被老杜的灯塔故事所感染，

他们把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精神文

化带到了北麂岛，也将老杜的故事和

“点亮自己，照亮别人”的灯塔精神传

播到全国各地。

第161期来自辽宁的志愿者韩新

雅说，杜主任在守护北麂岛的荣光。

七月的野芦苇花满天遍野，微风拂

面，在阳光下宛如明信片。野萝卜花、

晨曦晚霞、海浪声、“蓝眼泪”都令人心旷

神怡。海岛四季呈现出不一样的美。

在老杜眼里，大海与灯塔，就是他

的“诗和远方”……

（记者 张剑 陈浩）

郑超豪

从“幕后”走向“台前”做慈善

在瑞安乃至温州，他是位家喻户晓的“名人”，他和27个非

亲非故的孩子生活在一起，甘愿为孩子们提供生活和学习开

支，直到 18 岁长大成人……他叫虞海河，是瑞安市公益项目

“幸福一家”的家长，也是已与《瑞安日报》结缘17年的新闻人

物。

在瑞安，说起热心做慈善公益事业的人时，不能不提到瑞

安崇德书院院长郑超豪。虽然他已经退休，但是在慈善公益事

业的路上，还在一直默默奉献着。

寻访“诗和远方”。
端午节前夕，海上风浪8级，记者乘坐交通船颠簸3小

时，终于来到北麂岛。
老杜来码头迎接。黝黑的肤色、憨厚的笑脸，素未谋

面，却自带亲切感。坚守海岛33年的老杜，曾获得“浙江好
人”、温州市劳动模范、温州市优秀共产党员、交通运输部第
一届“最美海事人”等多项荣誉。

雨淅淅沥沥下着，路上车水马龙，一名交通辅警在雨中拼

命奔跑，带着一辆黑色轿车，一路逆行……时针拨回到2021年

10月21日早高峰，郑远一路逆行狂奔600余米，穿过2个红绿

灯路口，顺利到达市妇幼保健院，护送孕妇就医。

杜忠良

我的“诗和远方”
郑 远

荣誉属于过去未来更需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