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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如今，古稀之年的黄国标依然忙碌在帮教战线上，用爱心照亮迷途少年回家路。他步履不
停地续写着人生的金秋乐章：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扎根慈善，善行不止。

“在慈善事业上，我甘愿做一匹千里不
卸鞍的骏马。”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道出
一位 79 岁退休老人行走公益路的执着初
心。

退休前，他一路从农村基层教师成长
为副校长，扎根教育岗位 40 年，兢兢业业
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退休后，他投身公益
慈善事业，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用无私大
爱 践 行 慈 善 人 生 ，以 实 际 行 动 感 染 周 围
人。他是温州平阳县“五老”护苗队成员、
平阳中心小学退休教师黄国标。

40 年如一日
做讲奉献的教书匠

1942 年，黄国标出生在平阳县龙河畔
西门桥头一户书香之家，一家 8 口全靠父
母亲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为解决家庭困
难，每逢寒暑假，黄国标就跟着父亲上山割
草打柴，挑着货郎担上山下乡叫卖⋯⋯虽
然年纪尚小，但那时的黄国标已扛起为家
庭分忧解难的重担。

得益于长期的劳动磨砺，黄国标自小
养成了谦逊有礼的品质。上世纪 60 年代，
还在平阳师范学校求学的黄国标，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将自己节省下来的粮票无私
支援农村同学。

毕业后，黄国标走上讲台，开启 40 年

的从教生涯。他先后在万全区榆垟小学、
水亭乡斗雾山村万灵堂大队小学、昆阳镇
第一小学任教。1982 年 9 月，他调到平阳
县中心小学任总务主任兼会计。工作中，
他时刻把“讲奉献”当作做人做事的准则。
他一边向老会计虚心请教记账业务，一边
主动包揽多项后勤工作。教室玻璃坏了主
动装，电灯坏了自己上手修，他把付出当作
一种快乐。

1993年，黄国标因工作出色、业务过硬
被评为小学高级教师，次年被任命为平阳
县中心小学副校长。40 年间，他站在三尺
讲台上辛勤耕耘，履行着教书育人的职责。

花甲之年初心在
老骥伏枥行公益

“教书育人是我一生最崇高的职业选
择，也是最大的责任担当。”黄国标说。怀着
这样一份职业理想，2002年，黄国标从教师
岗位退休后，到平阳县老年大学做班主任。

2005 年 5 月 20 日，平阳县老年大学成
立“五老”护苗志愿队，黄国标闻讯立即加
入其中，并担任副队长兼秘书长。平时，他
积极参加赈灾募捐、关爱老弱病残、扶贫济
困等公益活动。每年的“学雷锋见行动”

“慈善一日捐”等活动，他都会捐款表心意。
贫 困 学 生 是 黄 国 标 最 关 心 的 对 象 。

2007 年秋，平阳县桃源乡有位学习优秀的
贫困生王青（化名）考上吉林大学，却因学
杂费难题面临辍学。黄国标得知消息后，
立刻去排摸情况，次日他就组织召开“滴水
微公益圆梦微心愿”捐赠大会，并带头捐
资，圆了王青的大学梦。在“五老”护苗志
愿队与革命老区腾蛟龙尾小学 59 名学生
结对活动中，黄国标还主动结对该校一名
二年级的学生，对其进行资助，直至小学毕
业。

用爱心照亮
迷途少年回家路

2014 年，黄国标受邀担任平阳县帮教
协会副秘书长，并在次年担任协会党支部
副书记。在责任心、事业心的驱动下，他很
快熟悉帮教的工作方法。每年春节前夕，
他都会给平阳籍服刑少年犯发去新春寄
语。7年来，他以“常到监所看一看，常在社
区走一走，常听归正人员说一说，看到有错
苗头指一指，遇到困难帮一帮”为行为准
则，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帮教活动。

如今，古稀之年的黄国标依然忙碌在帮
教战线上，用爱心照亮迷途少年回家路。他
步履不停地续写着人生的金秋乐章：老骥伏
枥，志在千里；扎根慈善，善行不止。

据《浙江老年报》

在湖州市长兴县画溪街道南石桥村，
无论是当地村民还是外来企业主，“遇到难
事找老张”已经成了习惯。

“老张”叫张春喜，68岁。退休后，他主
动加入村南箬新风志愿服务队，挑起调解
村民矛盾纠纷的担子。

“为村集体、村民办实事，退休生活才
更有意义。”张春喜说。

调解矛盾 积累了 5 本手账

今年 4 月，南石桥村柏家自然村几位
村民和种粮大户胡某因田地承包问题产生
纠纷。原来，胡某租赁了这几位村民的田
地种植粮食，双方也签订了合同，但眼见合
同即将到期，胡某非但没有支付村民租金，
且拒绝继续承包。村民一方面担心拿不到
租金，另一方面也担心时间久了田地会荒
废。年轻的志愿调解员找胡某多次协商，
但都无果。

张春喜了解事情经过后，主动当起“和
事佬”。他认真研究双方之前签订的承包
合同，发现合同上标明租金是先付后用。
找到了突破口，他多次上门与胡某做工作，
仔细分析其中利弊。经过他的多次努力，
双方最终和解。在帮村民要回田地租金
后，“多事”的张春喜在确认胡某无意继续
承包后，又多方奔波，找到新的种粮大户承

包土地，帮村民解除后顾之忧。
正是这种“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

的办事风格，让村民们打心底里把张春喜
当成了自己人。每次处理矛盾纠纷，张春
喜都习惯带上一本手账，里面密密麻麻记
录了村子里的各类事情。加入村南箬新风
志愿服务队后，他的手账由薄变厚，从 1本
逐渐积累到了 5 本。手账上的点点滴滴，
不仅记录了南石桥村的发展历程，也见证
了村民与张春喜之间的深厚感情。

牵线搭桥 乐当义务“红娘”

“小美，我今天约了小何，有空就过来
一起坐坐。”一大早，张春喜就和村里的女
青年小美打电话约时间。为了帮小美找到
合适的对象，他已经忙活了好几天。

退休后，张春喜不仅是村里的“调解达
人”，还是远近闻名的“红娘”。大家都说，

“老张介绍的对象知根知底，我们都放心。”
之前，村里的大龄青年小徐一直找不

到合适的对象，急坏了父母。看到小徐父
母为孩子的婚姻大事苦恼，张春喜便将这
事记在心中，时不时和小徐谈对婚姻的想
法，并为他介绍了一位志趣相投的女生小
沈。经过接触，小徐和小沈最终步入婚姻
殿堂，过上幸福生活。

因为“凑对”成功率高，很多村民都会

找张春喜帮自家孩子介绍对象。慢慢地，
张春喜也做起了有心人，谁家姑娘到了适
婚年龄，谁家小伙还没对象，他都一一记录
在册。在张春喜的努力下，这些年，村里有
52对青年男女经他牵线结为夫妻。

“调解员和‘红娘’的角色有些相似，要
站在双方立场上，让双方都满意。”张春喜
说。

有 人 问 张 春 喜 ，管 这 些 事 不 嫌 麻 烦
吗？他总是笑着说：“不麻烦，退休了还能
做点群众认可的事情，挺好。”

南石桥村南箬新风志愿服务队队长邱
丹凤说：“老张是我们志愿者队伍的‘新鲜血
液’，我们村的‘两委’干部都是年轻人，缺少
像他这样有阅历、有经验的老同志，老张让
我们的志愿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据《浙江老年报》

遇事不要慌 难事找“老张”

张春喜张春喜（（左左））正在调解矛盾正在调解矛盾。。

从教书育人到助学护苗

执鞭四十载 七旬老人黄国标从未“卸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