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青田县消防救援大队见到周雪华时，她正忙
着和志愿者一起包粽子。有人喊她“周阿姨”，更多
人亲切地叫她“周大妈”，她总是报以温和的微笑，手
上包粽子的动作未曾停下。

这是端午节前的一次常规关怀慰问。对多数人
来说，是临时抽出的公益时段；对她来说，是一天安
排中的第一站。下午，她还要赶赴参加“糖果换烟”
和“圆梦助学”活动。“基本每天都有安排，最多的时
候，一天要组织五六场。”她语气平静地说道。

周雪华的名字在青田广为人知。她投身公益事
业 30年，是“青田县周大妈帮忙团”的发起人。如今，
这个公益组织已发展成拥有 10多支小分队、300多名
志愿者，服务了上万名弱势群体的大团体。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她的回答
很质朴：“我爸是乡里的‘土郎中’，经常给乡亲们义
诊。他常告诫我，‘穷无根，富无斗’，人活着，就要尽
己所能帮助别人。”

父亲早逝，但那句“要尽己所能帮助别人”像种
子一样埋在她心里。1994年，周雪华刚参加工作，是
青田县农商行电子银行部的员工。工资不高，她却
拿出了大部分收入完成了第一次捐资助学，“我只是
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

从此以后，便没有停下。她笑称自己“被别人需
要惯了”。30年间，周雪华资助了 400多名学生、200
多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个人累计捐款超过 30万
元，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 15000小时。她参与贫困
救助、爱孤助残、心理辅导、法律调解、爱心助学，对
困境儿童的成长格外关爱，被受助孩子们亲切地称
为“周大妈”。

有人说她“像兼着无数职”，她笑着说：“我只是
时间表比别人紧一点。”她喜欢管志愿活动叫“帮
忙”。“你有困难，找我帮忙”——这是她最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不是口号，也不是场面话，而是一种行
动惯性。

2015年，周雪华注册成立了“青田县周大妈帮忙
团”。外界看，这是个成熟的公益组织；她眼里，还是
一群愿意“帮忙”的人。

丈夫郭正伍，是她的坚定支持者。夫妻俩同在
银行系统工作，性格互补。他行事沉稳，每当周雪华
外出做公益时，他总会手脚麻利地把家里安顿妥
当。他还仔细为妻子做财务规划，让爱心善款得到
规范管理。“家是后方，我得把后方守好。”

儿子郭谨豪原本在杭州工作。2018 年，在母亲
的感召下，他辞职回青田，成为“周大妈帮忙团”的全
职志愿者。“耳濡目染吧。”他笑着说，母亲已经年过
半百，还在每天奔波，“我还年轻，能做的其实很多。”

他们不把公益当成“付出”，更像是一种生活方
式，一年到头几乎没有空当。有人问周雪华，这么多
人来求助，会不会感到力不从心？她想了想，说出八
个字：“尽己所能，尽力而为。”

这八个字，她说得不重，却有分量。在生活中，
持之以恒做好一件事并不容易，尤其是在一件不为
利、不为己的事上，一坚持就是 30年，更是难得。

但周雪华并不认为自己是某个感人事迹的主
角，也不渴望成为某种符号。即使收获了“中国好
人”“全国最美银行业人”“浙江省最美志愿者”“浙江
省十大孝贤”“浙江省最美助残人”“浙江省巾帼建功
标兵”“浙江省社会组织领军人物”“丽水市劳动模
范”等诸多荣誉，还当选了浙江省第十三届人大代
表，但她始终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连接点，让零散
的力量集合，把个体的善意汇聚，然后一点一点地，
把“帮忙”变成了一种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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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第三届全国文明家庭名单公布，庆元县松源
街道石龙社区吴永德家庭榜上有名。对这个五口之家而
言，这份荣誉带来欣喜，也彰显着“爱国守法、崇学修德、重
和扬善”的家训深意。没有刻意追求，也没有声势铺陈，他
们只是过好日子，守好家门，日复一日，把“文明”两个字写
进日常。

锚
定
精
神
的
坐
标

—
—

记
﹃
全
国
文
明
家
庭
﹄
吴
永
德
家
庭

本
报
记
者

徐
子
涵

通
讯
员

胡
珊
珊

尽
己
所
能
帮
助
别
人

—
—

记
﹃
浙
江
文
明
家
庭
﹄
周
雪
华
家
庭

本
报
记
者

徐
子
涵

吴永德家庭

周雪华家庭

在庆元，68 岁的吴永德是一位“明
星”。

无论是单位的党课、社区专题讲座
还是企业的培训，人们时常能在各种场
合见到他做理论宣讲的身影。从 2006年
开启首场演讲至今，他投身宣讲已整整
20 年。他把宣讲看作一份严肃的事业，
也是一种再造自我的方式。

20 年前，吴永德在庆元县人社局工
作，生活轨迹平稳。2005年，身为领导的
他患了胃癌。确诊过程很短，治疗周期
却很长。住院、化疗，反复折腾，一度消
耗了他的身体，也让他重新审视人生的
意义：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如何让自
己的生命更有价值？

“你会突然意识到，时间不是无限
的，精力也不是。”身体逐渐恢复后，他做
了一个不太寻常的决定：主动辞去领导
职务，转岗到一线。

2006 年，庆元团县委邀请吴永德为

青年干部作专题讲座，主题是干部成长
与素质提升。没有华丽的语言，讲述的
多是真实的故事和诚恳的思考。讲完
后，反馈很直接，有人喝彩，也有人专门
致谢，说被打动。“我那时就意识到，也许
自己能做好这件事。”

此后，经常有学生、身患癌症的病人、
干部和普通群众来找吴永德咨询和辅
导。“辅导不是在输出观点，而是在引发共
鸣。”他说，自己不喜欢高高在上的说教口
吻，觉得“真实”才是最好的讲述。这也让
他找到了人生价值的支点：“与其单独辅
导，不如开设讲座，帮助更多人。”

从此，哪里干部群众有需求，哪里就
会有吴永德的身影。他会利用周末时间
前往偏远乡镇为农村党员开讲座，也会
尽心竭力辅导青年宣讲员。他愿意讲，
也愿意听。他总说，讲得多了不稀奇，关
键是要真正听进人们的情绪和困惑，再
把回应变成内容。

重病后的重新定位

除了口头传播，吴永德也坚持写
作。2014年以来，他陆续出版了《争做精
神富有的人》《愿人生和美》《在不幸与大
幸之间》等书，把多年来的宣讲稿件、宣
讲心得、读书体会、生命感悟整理成册。

“讲座是一时的，书是可以沉淀的。”他
说。

每天看报纸、听广播、刷“学习强
国”，是吴永德雷打不动的习惯。他说，
要用理论武装别人，首先必须武装好自
己，“只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才能教育
和帮助别人。否则，在别人面前讲理想
信念就会失去自信，显得苍白无力。”

这种精神影响，也在他的家庭中传

承。儿子儿媳热心于公益事业，2014 年
以父亲的名义在庆元县慈善总会成立了
个人慈善基金，用于奖学助困。10年间，
一家人累计为基金池投入善款 13 万余
元。

吴永德一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
更多的是日常中的自我要求与相互成
就。他们重视读书，注重沟通，夫妻从未
因琐事红过脸，家中始终有序而温暖。
在他们看来，所谓“文明家庭”，不是营造
某种完美形象，而是在细节中守住一份
自律和尊重，在平凡中守住价值。

因为有一种“富有”，来自精神深处，
值得用一生去坚守。

宣讲之余的价值延伸

如果说吴永德是台前的“明星”，夫
人徐一珍就是他背后的支点。吴永德习
惯称夫人为“徐老师”，即便两人结婚 40
多年，仍不改口。

退休前，徐一珍是庆元中学的语文
高级教师，讲台经验丰富，为人低调。丈
夫确诊胃癌时，她请了长假，寸步不离地
悉心陪护。

“ 他 要 出 去 讲 课 ，我 就 会 煎 好 中
药，装进保温壶。”徐一珍轻描淡写，但
话语间藏着恰到好处的关怀和细腻的
深情。

其实一开始，她并不支持丈夫继续奔
走宣讲。“身体不是铁打的，总要顾及一

些。”但后来看到吴永德精神状态越来越
好，整个人像是重新点燃生命，她也就慢
慢放心了。

听过吴永德讲课的人都留意到：每
次讲课中途休息时，他就拿出随身携带
的药悄悄服用。保温壶里装着的是汤
药，更是徐一珍对丈夫无声的牵挂。

20年来，吴永德宣讲超过 2200场，受
众 21.6万人次，先后获得“全国基层理论
宣讲先进个人”“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
工作者”“浙江省宣讲名师”“浙江省十大
优秀基层宣讲员”等荣誉，但他从不炫
耀。“没有她，我很难坚持这么久。”言语
间，满是对妻子的感激。

幕后的深情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