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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仙游县的大济、度
尾、郊尾、西苑等乡镇分别召开
乡贤座谈会、企业家座谈会、青
年新春茶话会等，共话桑梓情
怀。

近年来，仙游移风易俗蔚然
成风，一改以往过大年大吃大喝、
铺张浪费的摆宴摆阔陋习，在外
乡贤慷慨捐献辛苦挣来的钱，争
相在奖教助学、修桥筑路、扶贫济
困等公益事业上比贡献、当榜样，
乡贤反哺家乡成为新风尚。

大年初二，度尾镇“柚相邻”
共同富裕慈善教育基金会举行
新春茶话会，40多位乡贤为助力
家乡发展贡献力量，共收到捐款
85.1万元，将用于度尾第二中心
小学校内塑胶跑道铺设、东大门
改造及校门口道路等基础设施
建设。1月23日起，大济镇大济
社区、文殊村、尾坂村相继召开
奖教助学新春茶话会，其中大济
社区现场筹集资金 22.7万元，
用于学校硬件设施的改善、优秀
师生的奖励、困难师生的补助。
春节期间，地处木兰溪源头的仙
东、仙西、仙山等“仙游山”三村，
联合举行木兰源文化教育发展
新春茶话会，众乡贤积极献策献
力，茶话会变成了捐赠会。企业
家纪志华、戴丽华伉俪带头捐资
8万元，纪加标、纪新庆、林金木、
纪良存、戴良柱、纪庆忠等捐资1
万元。 （陈国孟）

近日，尤溪县
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星源基金
会与爱心志愿者
们兑现许下的美
丽心愿，与孩子共
赴兔年春之约，举
办 2023 年 首 场
助学活动，牵起困
难家庭孩子们的
手，与孩子们来个
深情的拥抱，为他
们加油鼓劲。

1 月 29 日正
月初八，兔年首场
助学活动如期举
行。上午9时，从各个乡镇赶来的由县关工委主任、
副主任结对关爱帮扶的 9位困难家庭、品学兼优儿
童和县星源基金会资助的 19名孩子们与爱心志愿
者们欢聚在一起。第一站，在县关工委德育讲师团
老师的带领和讲解中，志愿者与孩子们怀着敬仰的
心参观了文庙，一起向先贤鞠躬行礼。活动的第二
站是朱子文化园，跟随讲解员走进南溪书院，在经历
近 900年沧桑依然挺立的沈郎樟前，孩子们在祈福
墙祈福，认真地在彩色贴纸上写下自己的心愿，挂在
祈福墙上。

兔年首场助学活动的主题是“说说我们的新年
愿望”，性格开朗大方的蔡湘湘同学带头发言，新年
的愿望“学习进步，将来考上理想的大学”，鼓励“弟
弟妹妹们努力学习，我在尤溪一中等着你们。”黎慧

欣 同 学 在 2021
年新春茶话会上
的愿望是考上尤
溪一中，2022 年
实现了这一目标，
新年愿望是“考上
心仪的大学”。今
年 9 岁的林思涵
小朋友第一次参
加活动，他用甜甜
的脆脆的声音说

“老师好！新年祝
爸爸妈妈和大家
健健康康、开开心
心、快快乐乐！”来
自中仙的李逢友

的新年愿望很感人：“愿国家无灾、无病、无害”“愿奶
奶能够健康长寿”。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服务中心主
任叶开祥送给孩子们三个字“志、孝、勤”；尤溪县文
联主席姜校斌鼓励孩子们要培养文艺方面的兴趣爱
好、注重体育锻炼；县委党校副校长郑长洪引用朱子
的三首诗来勉励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珍惜时光、
勤奋好学；县关工委主任王桂华与副主任们动情地
向孩子们道新年祝福，祝愿孩子们好好学习、健康成
长。

活动的最后一站到大埔山长者食堂共进午餐。
县关工委、县星源基金会没有忘记重要的一件礼物，
给 28名孩子们每人送上了一个 500元的新年大红
包，祝孩子们向着2023年快乐出发。

（林盛 吴金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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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好人”林辉明说：“一直
以来，我最不忍心看到的就是困
难群众受苦，看到他们就想伸出
援助之手。”他 1975年出生于福
清市东阁村，年少家贫。2000
年，林辉明夫妻在福清龙田开办
了一家汽车修配厂，日子渐渐好
过了，他一直没忘记回报社会，对
困难的乡邻慷慨解囊，对村里的
各项事业鼎力相助。

2015年，林辉明开始参加福
清的志愿服务团队活动。2017
年，林辉明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
起成立了福清市红心关爱联合
会，经常组织志愿者开展走访慰
问、清洁家园、宣传移风易俗等公
益活动。

这些年，他的团队扶弱助困，
传播正能量，带动身边越来越多
的亲朋好友一起加入到志愿者行
列。林辉明因此获得“福建好人”

“福建省五星级志愿者”和福州市
第三十六届劳动模范等称号。

“我现在志愿服务时长已经
有6000多个小时了，有时间我都
会带上女儿一起去做志愿服务。”
林辉明说。每年重阳，林辉明都
会带着孩子到敬老院探望老人，
跟老人闲聊，送上礼品和慰问金，
让孩子们在献爱心的同时传承敬
老传统美德。而周末和节假日，
他的子女更是时常跟随着父亲参
加各种公益活动。现在，他的女儿经常参与志愿服务
活动，并影响和带动她的好友也加入公益队伍。

林辉明的妻子王云红很支持丈夫的公益事业。
疫情发生后，林辉明第一时间加入抗击疫情志愿服
务。捐赠物资、值守村口，每天他都早出晚归。王云
红把孩子们安顿在娘家，全身心成为丈夫的“后勤部
长”，无论丈夫多晚回家，总有一盏灯为他亮着，一桌
可口的饭菜为他温着。林辉明说：“正是因为她把家
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才让我在公益的道路上没有
后顾之忧。”2021年林辉明家庭被评为第二届福州市
文明家庭。 （来源：文明风）

2022年11月18日，中央文明办发布2022年第三
季度“中国好人榜”，福建省6人荣登榜单。泉州泉港区
南埔镇惠屿村卫生所“70后”医师肖锦璋便是其中一
位，入选“敬业奉献类”好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村里疫情防控工作异
常严峻，而肖锦璋的父亲肖顺真作为村里唯一的“赤脚
医生”，年事已高，无法承担高负荷工作。肖锦璋得知这
一情况后，关掉了在泉港区后龙镇栖霞社区的诊所，放
弃稳定的收入，回到生养他的岛屿，接替父亲成为“孤
岛”乡医，守护村民们的健康。肖锦璋曾获福建省“最美
医师”等荣誉。

“老人岛”上的生命守护者

2003年以前，惠屿村既未通水也未通电，且交通不
便、信息闭塞，船是惠屿岛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交通工
具。岛上的年轻人和小孩多在外工作、读书，常住人口
只有200多人，岛上生育率连续11年“零增长”，一度成
为真正的“老人岛”。肖锦璋出生在惠屿岛，从小在岛上
长大。父亲是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打从记事起，他
就亲眼目睹了许多村民有病只能硬扛着，最终小病拖成
大病，这让他从小在心中种下了一颗学医救人的种子。
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影响下，肖锦璋走上了从医之路。

2020年，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肖锦璋知道他必
须扛起守护岛上村民健康责任，他毅然决然关掉在泉港
区后龙镇栖霞社区的诊所，回到村里守护村民健康。回

村后，肖锦璋一刻不停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作，曾一个
人在凌晨3点对惠屿村相关采集区域进行消杀，平日也
会组织村民对全村村巷小道进行消杀。天气炎热的时
候，他每次都给排队等待核酸检测的村民煮板蓝根，防
止村民中暑。此外，他还会挨家挨户去分发宣传手册，
讲解防疫卫生知识，引导村民做好预防工作。

一医守一岛 一箱伴一医

2021年7月的一个夜晚，一阵刺耳的铃声打破了
宁静。林天（化名）家人打来电话，说家里老人突发高烧
不退，情况紧急。肖锦璋二话不说提起药箱就往老人家
赶去，经过询问才知道老人感冒了很多天，硬撑着不愿
意治疗，拖成了肺炎才引起高烧。岛上医疗条件有限，
他给老人用药后做了物理降温，并且向村里申请调用客
渡船连夜送老人上医院。

这种事情在惠屿村时常发生，经常深更半夜有孩子
发烧，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提起药箱跑去打针喂药，哪家
的老人生病行动不方便，他就带着药箱到家中诊疗。只
要病人有需要，他24小时“随叫随到”。

医者仁心 为村民建档

肖锦璋来到海岛后，细化了村民的健康档案资料，
详细记录了每位居民的身体情况，特别是村民的一些慢
性病。刚开始很多村民都直接自购药物，这让他很是苦
恼，没化验单没医嘱，不符合拿药规定。村民跟他解释：

“我吃这个药已经十几年了，现在不让我买药，我就得去
外面买，来回一趟需要花费很多钱。”于是，肖锦璋下定
决心摸清全村患者情况，他花了整整2个月时间走访村
民、收集病例，仔细记录每位患者的疾病史、用药史、药
物过敏史，对于病情不明了的直接带去医院做检查。后
来，他建立了22个健康档案，是全镇首个拥有最完整健
康档案的卫生所。

肖锦璋渐渐领悟到父亲坚守背后的那份平凡之乐，
因为有一股无声的力量在支撑着他。那份力量，是熟悉
的乡音和浓浓的乡情，也是岛民不言的依赖，让他和父
亲自觉扛起责任。 （综合中国文明网、泉州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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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好 人 ”肖 锦 璋 ：

用医德医术倾情守护“孤岛”村民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