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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一家’现在只有一个娃了，没有了往日的热
闹，这是个幸福的烦恼，说明困境儿童有了政府‘兜底’，

是好事。已经出去的‘孩子’常回来聚聚，他们发展得好，也
是一种幸福。”6月12日，在广东出差的虞海河接受记者采访

时，语气中满是自豪和幸福。
自2007年起，虞海河将28名困境孩子汇聚到“幸福一家”，

免费为他们提供生活和学业开支，让他们感受家庭的温暖，也让
这些孩子们绽放出了由衷的笑容。

给困境孩童一个幸福的家

虞海河创办“幸福一家”的想法缘自儿时的遭遇。
年幼时，虞海河家经济条件不好，父亲早逝，他辍学当木
工，帮家里分担经济压力。此后多年里，靠亲友资助长
大的他，深深体会到那些失去父母或家庭窘迫的孩子
对幸福的渴望。

靠着勤勉，他办起了一家摩配厂，手头有了
一些积蓄，也萌生了照顾一批困境孩子的想法。

2006年8月，虞海河和妻子、母亲商议成
立“幸福一家”。经过一年的筹备，2007年8
月30日，8名来自不同家庭的困境孩童走进了
虞海河的家，与虞海河一家人组成了“幸福一
家”。

此后的日子里，陆续有人离开，又有新成员
加入，“幸福一家”先后迎来了28个孩子。虞海河

承担起了他们所有的生活与学业开支，每年在这些
孩子身上花费的资金不下20万元。
因为公益之举，“幸福一家”曾获浙江慈善奖，虞海河曾

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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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郑美香曾上榜“中国好人”“浙江

好人”等。

“严父”也有慈祥的一面

18年6500多个日夜，孩子每天的
吃喝住行、学习教育、生病闹脾气

等，每一件事情都要花心
思、费力气。

在虞海河及家人的努力下，孩子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
“幸福一家”住得很安心。

“这里的很多孩子因为家庭原因，普遍缺乏父爱。我只
是以父亲的角色给他们一个幸福的家，帮他们度过最困难的
阶段。”虞海河说，在“幸福一家”，母亲郑美香和妻子戴其丽总
是和蔼可亲的，他则扮演着严父的角色。

他十分注重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专门请了家教抓学习成绩；
有的孩子性格孤僻，有时还会说脏话，虞海河知道后严肃地把这个
孩子叫到跟前批评教育。

但是虞海河严厉的背后也有慈祥的一面。“幸福一家”的孩子来自
不同的地方，刚开始共同生活时常常争吵、打架，虞海河不停地劝这个、
安慰那个，时常凌晨还得保持高度“警觉”。即使在重庆经商，他也是一
天一个电话问候孩子们的情况，出差回来第一件事是看望孩子们。

点滴爱心不断传承

在虞海河一家的悉心呵护下，“幸福一家”的孩子们茁壮成长起
来，都有了各自的人生，有的入伍参军，有的考上大学，但他们没有忘
记“娘家”，时不时和虞海河一家分享开心事、好消息，逢年过节也经常
回来团聚，父亲节来临也会给虞海河送去祝福。

虞海河说，“幸福一家”的宗旨是不讲求回报，就像绝大多数父
母对子女一样，不会想着把子女养大，从他们身上获得什么，但是
“幸福一家”的孩子们懂得感恩，让“老父亲”倍感欣慰。

令虞海河没想到的是，“幸福一家”的温暖还在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下一代。他的大儿子虞安凯应征入伍后，捐出一半的津贴
用来做慈善，一直坚持到退伍。他还说要继承爸爸的慈善事
业，肩负起“幸福一家”的责任。

许多“幸福一家”的孩子也将“慈善”放在心间，尽己
所能帮助别人，将“虞叔叔”的大爱精神传承下去。

虞海河说，创办“幸福一家”是他的一个梦，他的
梦就是尽自己所能，让困境儿童感受到温暖和
爱。他把这个梦当作终身事业，即使自己干
不动了，也希望下一代将这种精神继承下
去。而现在，这个幸福梦，正在慢慢
实现。

穿上白大褂，他是三甲医院里严谨的消化科医生，
专注患者胃肠健康的每一处细节；脱下白大褂，他转身成

为二胎家庭的“超级奶爸”，将医学智慧融入育儿日常。父
亲节前夕，记者走进瑞安市人民医院医生张元森的“双重世
界”，记录这位医生爸爸独特的科学育儿经——一份融合专业
与温情的“健康处方”。

处方一：餐桌上的“营养配伍学”

“孩子的每一餐，都像开一张精准处方。”张元森的餐盘哲学充
满医学色彩。他家的餐桌拒绝“精制碳水霸权”，遵循“膳食金字
塔”：糙米与藜麦混搭的主食、彩虹色蔬菜拼盘、清蒸鱼与坚果的优
质蛋白组合。“有句话说：消化科医生最懂‘吃错’的代价。”他笑着解
释，“科学喂养不是机械计算卡路里，而是让孩子理解食物与身体的
对话。”

张元森6岁的女儿抗拒吃胡萝卜时，他没有强迫女儿吃，而是掏
出科普彩图讲解：“你看，胡萝卜里的维生素A就像小卫士，专门保护
眼睛城堡！”女儿瞪大眼睛吞下胡萝卜，从此爱上这个“护眼英雄”。

处方二：免疫力建设的“循证医学”

从医10年，张元森深知“预防大于治疗”。在他家的健康守则
里，户外运动是“每日必服药剂”：每日十分钟亲子体操，周末必有
户外“撒野”时间。儿子一度抱怨：“爸爸老是让我晒太阳！”他却
搬出实验室数据：“紫外线能帮皮肤合成维生素D，就像给你
的免疫力穿铠甲！”

医生的职业习惯也被张元森巧妙转化——全
家洗手时玩“七步洗手法比赛”，孩子们为争当

洗手冠军，连指缝都不放过。妻子调侃：
“别人家孩子听童话入睡，咱家孩子听

爸爸讲‘肠道菌群大战病毒’的故
事。”

处方三：心理健康的“非药物疗法”

“消化系统是‘第二大脑’，情绪压力直接反映
在肠胃功能上。”张元森格外关注孩子的心理“消
化能力”。在每天雷打不动的“心灵SPA时
间”，他关闭手机，专注倾听孩子们讲述幼儿
园的“重大事件”——哪怕只是“今天小美抢
了我的蜡笔”。

而角色扮演是家庭保留项目：女儿戴着
玩具听诊器给他“看诊”，有模有样地学着张
医生的语气：“你最近压力大，需要多补充快乐
营养素！”他借机引导：“对啊，就像爸爸告诉你
的，开心时肠胃也会跳舞。”

处方四：探索欲的“生长因子”

医学背景赋予张元森独特的“科普基因”。郊游时，
他会突然蹲下指着蒲公英说：“看！这些白色小伞兵和免疫细
胞一样，都有扩散使命。”博物馆里，他带儿子对比古代药碾
和现代胃镜，解释道：“人类探索身体的方式，就是不断接近
真相的过程。”

这种“随时随地”的教学效果显著——他5岁的儿
子最近郑重宣布：“我长大了要发明能拍照的胃镜，让
小朋友做检查时不害怕！”

问及父亲节愿望，张元森的答案很“医生”：“希望
孩子们永远不需要以患者身份走进我的诊室。”但随
即又露出父亲特有的柔软：“其实他们早已是我的
‘小医生’——治好了我的职业倦怠，让我记住
医学最初的温度。”这或许正是当代父亲
群体的缩影——在社会责任与家庭
角色间无缝切换，用理性与温
情，书写属于这个时代
的育儿处方。

今年95岁的离休教师李永琳，用三十二载
的坚持与奉献，书写了一部充满爱与温暖的公益传

奇，成为社会正能量的先进典型，获“全国最美家庭”
“长三角慈善之星”“浙江好人”“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
人”“最美温州人·温州好人”“瑞安市道德模范”等荣誉。

李永琳的善举还影响了整个家族，成为当地慈善事业的
模范。在父亲节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曾获“全国最美
家庭”的大家长，如何用行动诠释“以善育人”的父亲智慧。

父爱无声播撒善种

1930年，李永琳出生于莘塍一户贫寒家庭，他的童年在贫
困的阴影下度过。小时候，他的父亲就一直告诉他读书的重要
性，为了让他学习，父亲四处借钱供他读书。

“父亲经营着小店，面对他人赊账却从不催讨，在父亲看
来，那些家庭更困难。”李永琳说，父亲的言传身教对他的影
响很深，这种善良和宽容深深地感染着他，“正是因为父亲的
善良和循循善诱，成为我发奋学习的动力，也在我心中播撒
下同情弱者、扶弱济困的种子。”

“参加工作后，父亲常常教育我要多去帮助贫困学
生。我深知，一点帮助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我愿意
成为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助力。”李永琳说。

身体力行传承善意

1993年，离休后的李永琳开启了公益助学
之旅，这一坚持就是32年。生活上，李永琳一

直都很节俭，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希望能
多资助一名困境学生。

李永琳的资助准则独特而温暖，不仅给予
经济上的援助，更给予心理上的关爱。每确定一个
资助对象，他都会事先亲自前往学生家中，深入了解
困难和需求。在资助期间，他坚持定期家访，关心学生
的学习进展、生活状况，及时给予鼓励和支持。即便学生
步入社会，他也会通过电话、书信等方式，时刻关注他们的
成长，尽己所能提供关爱和帮助。

李永琳的爱心像一颗种子，在家族中生根发芽，茁壮成
长。女儿李立华积极参与“春蕾计划”，资助了多名“春蕾”
女童；次子李向华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组织心理疏
导志愿队奔赴理县，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援助。

在李永琳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家族中先后有20余人
投身教育事业，“助学地图”从瑞安扩展到汶川。

善心化雨润泽桃李

2015年，李永琳发动家族成员成立了瑞祥慈善
爱心基金。如今，该基金的负责人是李永琳的外孙
女温暖。受外公的影响，她带领瑞祥学校师生们积
极参与慈善事业，为社会奉献爱心。

据不完全统计，李永琳资助的金额已超150万
元。这个数字的背后，是150余名寒门学子命运的改
变，其中，5名学生完成了研究生学业。、时光荏苒，从李
永琳父亲小店赊账簿上无声的宽容，到李永琳助学路
上坚定的足迹，再到李永琳子女在不同公益领域延
续的炽热情怀，这份源自李永琳父亲的善良，代代
传承，化作“善”的种子在家族生根发芽，汇聚
成一股温暖而持久的社会暖流。

爱与善的代代传承

李永琳“以善育人”的父亲智慧
■记者潘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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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大褂下的育儿哲学

张元森的“科学育儿处方”
■记者潘益慧

瑞城生活

有一种父爱与血缘无关

虞海河与28个“孩子”的幸福故事
■记者金汝潘鹏程/文 孙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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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琳和外孙女温暖李永琳和外孙女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