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5 日，庆元市民蔡枝珍的餐饮店里，一面
题写着“助人为乐，情暖民心”的锦旗被小心展开。
送旗的刘先生声音不大，语气却坚定：“这是我的心
意，谢谢你救了我父亲。”

事情要从 3天前说起。
5 月 22 日，清晨的庆元下了一场雨，松源溪水

因降水变得湍急。7时，蔡枝珍照常晨练。他穿着
运动鞋，沿滨水绿道向五都大桥方向跑去。

7时 30分许，他在碇步附近看到一位老人正试
图过河。溪水上涨，水面几乎没过了石阶，碇步在
急流冲刷下变得湿滑。只一个转身的工夫，老人跌
落水中。水流迅猛，瞬间没顶。所幸溪水在河湾处
形成回流，将他冲向岸边。老人抓住排污井边缘，
艰难地站起身。

蔡枝珍赶紧向老人跑去。因为碇步湿滑，他只
能从五都大桥上绕行，等赶到落水处时，却没发现
老人的踪迹，只见一只被冲落的凉鞋，孤零零地搁
在石阶上。

“我当时脑子里就一个想法：人呢？老人去哪
了？”他焦急地寻找，直到在岸边发现了一串带血的
脚印。

脚印沿阶梯到达路面。他顺着脚印一路搜寻，
终于在马路边找到了老人。老人浑身湿透，面色苍
白，脚部有一道明显的伤口，血流不止。蔡枝珍一
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确认住址。他护送老人回
家，见家中无人，又骑上老人的电动车，将他带到村
卫生室处理伤口。

在处理伤口的间隙，蔡枝珍用自己的手机，替
老人联系上了家属。刘先生赶到卫生室，将父亲送
往县城医院缝合伤口。而蔡枝珍，在确认老人平安
无事后，默默离开。

“我爸说，如果再偏一点，可能就被卷进旋涡里
了。”刘先生事后回忆，仍心有余悸，“爸爸在医院里
一再提起这位好心人，说他穿着运动服，从河对岸
跑过来，带他去处理伤口，‘真是个热心人’，我爸反
复念着。”

刘先生的手机里保留着蔡枝珍打来的号码。
他拨通电话时，语气激动：“蔡大哥，我们一家人真
的很感谢你！”“一定要登门向这位好心人致谢！”这
是老人家属的一致想法。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
一幕。

这并不是蔡枝珍第一次救人。
2023 年 7 月，他和另一位热心市民吴宗庆，曾

在西演村的桥下营救过一名女子。那天女子误入
闸口，被吸入暗流底部。两人先后跳入水中，潜入
水底将女子拉上了岸。事后，他们因见义勇为获得
当地政府行政嘉奖。

“那次水比这次还急。”蔡枝珍轻描淡写地说。
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庆元县军蚁应急救援

队队员。这是一支由退役军人为主力组建的志愿
服务队，在庆元当地家喻户晓。几年来，他们参与
了无数次应急救援，工作频繁而不张扬。

这一次救人，蔡枝珍没想太多，也没有留下姓
名。只是像往常一样，事后回到自己的餐馆，继续
张罗生意。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救人这件事会被轻
轻叠好，放回心底一角。

面对赞誉，蔡枝珍反倒不太自在。“真的没什
么。”他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再遇到，我还
是会冲上去。”回答简单，朴素得几乎没有情绪。但
真正的勇气，往往就藏在这种习以为常的平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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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文明家庭名单日前揭晓，莲都区岩泉街
道北苑路社区的洪君家庭榜上有名。这是一个温馨的
六口之家，多年来坚守着“勤奋、敬业、诚信、友善”的家
风，用言行影响孩子，用行动书写日常。没有华丽辞藻，
却在点滴中展现生活的真实与温度，也让文明的意义落
在了生活最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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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枝珍

每天，洪君总会提前
几分钟走进教室，看着孩
子们欢笑着涌上前，团团
围住自己。这种亲密的
时刻，她已经感受了整整
17年。

洪君是丽水市实验幼
儿园集团大洋园的一名班
主任。工作很忙，她却从
未觉得疲惫。她说：“只要
一 看 见 孩 子 们 ，心 就 定
了。”从大学毕业的那年开
始，她就把孩子当作自己
生活的重心。她爱收集育
儿故事，也爱在角落里默
默观察孩子们的情绪变
化。她说，“每个孩子都有

自己的成长节奏”。
她并不热衷于华丽

的教学技巧。她信奉的
教育理念很简单：让孩子
感 到 被 理 解 和 被 尊 重 。
很多时候，她会蹲下来，
与孩子们说话。她喜欢
用温柔而坚定的语气说

“我在这里”，而不是“你
得这样”。

洪君是个耐得住性子
的人。从配班老师到班
主任，从普通老师到骨干
教师，她一步步走来，不疾
不徐。她习惯于在日常中
打磨细节，把每一次课程
设计、每一次公开课当作

新的起点。多次获得丽水
市直教坛新秀、优秀班主
任等殊荣，十余篇教学论
文获奖，数次开展县市级
公开课……她的成绩被
写在各种表彰里，但她却
说：“当老师是我从小的
梦想，是我理应尽力做好
的事。”

她的学生家长们也信
赖她，因为“孩子愿意跟她
说心里话，这不是每个老
师都能做到的”。这份信
赖，来自洪君一直坚守的
信念：倾心种下育人之树，
终将迎来孩子求知的金
秋。

在孩子身边，也在教育的中心

在洪君家中，爱不是靠
表达，而是靠彼此的默契。

她的丈夫徐荣毅是
丽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的一名中队长。19年来，
他 习 惯 了 加 班 、突 发 情
况，还有常年的“节假日
无休”，曾获得 1 次三等
功、5 次嘉奖，还有“执法
标兵”“抗洪救灾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洪君也
早就习惯——他一接电
话神情变了，就知道他马
上又要出门了。

“我们家从不强调谁
为谁牺牲。”她说，“我们
都觉得，该做的就去做。”

有时是她外出培训，有时
是他远途出差，留在家里
的那位，总会很自然地承
担起照顾孩子和父母的
全部责任。家里没有明
确的分工，但总有人把灯
留着、把饭热着。

在洪君一家看来，家
是个讲情分的地方。而
情 分 不 是 说 出 来 的 ，是
做出来的。比如丈夫深
夜 回 家 ，她 总 会 在 桌 上
留一碗热汤。比如她身
体 不 适 时 ，他 总 会 默 默
陪 伴 、悉 心 照 料 。 再 比
如，两人都很忙的时候，
依然会找时间一起散个

步 ，聊 聊 工 作 生 活 里 的
“鸡毛蒜皮”。

洪君的两个孩子，在
这样的家庭里成长。家
里没有不休的争吵，也没
有刻意营造的仪式感，却
始 终 有 一 种 稳 定 的 包
容。洪君说：“我想让孩
子知道，生活就是在相互
扶持里，细水长流。”

他们的故事没有跌
宕 的 戏 剧 性 ，也 并 非 波
澜壮阔。但正是这些看
似 普 通 的 日 常 ，在 默 默
传递着一种力量——温
暖、平稳、不张扬，却足
够坚定。

平凡生活里，相扶与信任

洪君在教育上的坚
持，很多源于父亲洪健萍
的言传身教。

洪健萍退休前在丽水
经开区的一家企业任职，
通过落实降耗方案创造出
2000多万元的经济效益。
后来，他又义务担任 7 家
企业的管理顾问，制定完
善了 2000 多条企业管理
制度。在他的职业生涯
中，最被人记住的，是他为
企业节约成本、解决纠纷
的实绩。但洪君记得更清
楚的是：“爸爸加完班，回
家第一件事总是拿起拖把

拖地。”
2015 年 ，洪 健 萍 作

为“全国劳动模范”在北
京接受表彰。但即使获
得 了 劳 动 者 的 最 高 荣
誉 ，他 回 来 却 依 然 像 往
常 一 样 做 饭 、洗 碗 。 那
种 从 容 和 平 和 ，反 而 给
身为女儿的洪君留下了
最深的印象。

洪健萍常说，规章制
度是 冰 冷 的 ，沟 通 却 是
温 暖 的 。 在 企 业 ，他 帮
助 调 解 了 近 200 起 劳 资
纠 纷 ，没 有 一 例 走 上 法
庭。在家里，他习惯用行

动说话——不指责，不命
令 ，只 是 耐 心 地 陪 伴 和
引导。

退休后，他成了孙辈
最温柔的照顾者。“每天
早上为孙女扎头发，是我
的‘专职工作’。”他笑着
说。在洪君眼中，父亲很
少说大道理，但每天都在
做无数温暖的小事。这
也成了她教育孩子、生活
为人的标准。

在这个家里，“做个
好 人 ”从 来 不 是 一 句 口
号 ，而 是 日 复 一 日 的 行
动。

父亲的身影，是一生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