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旬老人
奋不顾身火场徒手端油锅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目前康复得还可以，老伴每天照顾我，也没啥
担忧的。 ”近日，广德市桐汭街道景贤社区居民于树
真对记者说。 去年，于树真不顾自己年过七旬，冲进
火场救人，在当地传为美谈。

2021 年 1 月 15 日， 正在家中厨房忙碌的于树
真突然闻到刺鼻的烟味，又听到楼下喊道“三楼怎么
了？ ”她立即在阳台上张望，只见邻居徐老太家的厨
房里已燃起大火，滚滚浓烟不断从窗户涌出。愣了下
神， 于树真立刻往徐老太家中跑去， 大声喊：“起火
啦！ 起火啦！ 大家快来救火！ ”

两家只有一墙之隔， 于树真几步就冲到徐老
太家中 ，到处是浓烟 ，几处明火正在燃烧 ，徐老太
惊慌得不知所措。 “当时我进去的时候，徐大姐已
经懵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知道怎么办。 ”于树
真说。

看到蔓延的火势，于树真只想快点把火扑灭。她
找出一件棉大衣， 用水打湿， 铺在火势最旺的火苗
上。虽然尽力扑救，但火势越来越旺。此时，于树真发
现火源是油锅。 “那个油锅下面就是煤气罐，如果油
锅导致煤气罐爆炸，那就不是小事了，住在这周围的
人家都要遭殃。 ”情急之下，她想都没想徒手端起滚
烫的油锅，刚端起了锅，手就起了泡。尽管这样，她还
是忍住疼痛，继续向外奔跑。 刚跑两步，热油溢出导
致地面打滑，于树真便滑倒了。热油顺着她的双腿流
到脚面，锅中的火苗仍在燃烧，她的两条大腿和脸部
均被烧伤。

后来，在群众和消防员的共同努力下，邻居家的
火灭了，人也获救了。被烧伤的于树真被消防员连忙
送往医院救治，被鉴定为二级烧伤。 入院几日后，她
做了植皮手术。 目前身体虽有康复， 但留下了后遗
症。“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想着怎么把火扑灭。虽然有
过担忧，但是不后悔！ 我还是一名党员，就是要冲在
前面。”当记者问起是否害怕，于树真真切回答。前不
久，她被评为“安徽好人”。

连续六年
为困难顾客提供免费套餐

■ 本报见习记者 朱茜

1 月 4 日傍晚，天渐渐黑了下来，合肥市庐阳区
固镇路上，孙玉喜和王素侠夫妇的早餐店里，前来吃
晚饭的顾客不在少数。店里热火朝天，店外一张鲜红
背景的告示也引人注目。“如果您真的在合肥没有收
入，真的遇到困难，您可以来本店，告诉本店前台人
员，来份‘单人套餐’吃完直接走……”

孙玉喜夫妻俩来自阜阳市太和县清浅镇张庄
村，现在在合肥市经营这家早餐店。 2015 年，早餐
店刚开业不久， 一位顾客吃完饭后既不到前台付
款，也迟迟不离开。 “我猜测他可能没有钱，自尊心
又强。 跟妻子商量后，便给他免了单。 ”孙玉喜说。
从那以后，夫妻俩便决定，身上没钱的顾客吃饭可
以免费。

2020 年下半年， 夫妻俩将免费套餐写成告示，
张贴在店门前和大堂内。 不仅是困难顾客，孙玉喜
夫妇还对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给予免排队和享受折
扣等照顾。 “中午有时候附近工地上的工人来我店
里吃饭， 我都会给他们多加点， 吃不饱没力气干
活。 ”王素侠笑着说。 多年行善，助人为乐已经成为
他们的习惯。

问及为何要帮助别人？ 夫妻俩相视一笑，“我们
都是普通农民出身，原来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曾得到
过别人的帮助。早餐店是小本生意，我们也想力所能
及地帮助遇到困难的人，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
孙玉喜说。

除了开早餐店为困难顾客提供免费套餐， 夫妻
俩还心系家乡父老乡亲。 2019 年 8 月，他们听说村
里有人因村口的丁字路口太陡峭狭窄， 发生车祸去
世了。 痛心之余，孙玉喜拿出 1 万多元，帮助村里修
好了那个危险的路口。 2021 年，孙玉喜在老家流转
了 400 亩土地托人代管。秋种时节，他从邻省批发了
一批灌溉用的水管和钾肥，单价比当地市场价便宜。
孙玉喜全部按批发价供乡亲们使用， 不但一分钱不
赚，自己还贴补了运费。

多年来，孙玉喜、王素侠用一点一滴的小事情感
动着身边人。 他们先后获评“太和好人”特别奖、“阜
阳好人”，2021 年 11 月当选“安徽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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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录··

前不久， 宣城市泾县榔桥镇河西村胡晓萍
一家从简陋昏暗的临时工棚， 搬到宽敞明亮的
农家小院，感受到别样的惊喜与关爱———

为“中国好人”构筑温馨木屋

将绝境变成佳境，自立自强闯出一片天地

说起胡晓萍， 当地的老百姓有口皆
碑，赞誉不断。

“患难之中见真情。 胡晓萍一边艰
苦创业 ，一边全心全意照顾瘫痪丈夫 ，
十五年如一日陪伴左右 ，看病就诊 、擦
洗身子 、喂水穿衣 ，感动着身边的每一
个人！ ”河西村德高望重的老书记金玉
明说。

15 年前，胡晓萍的丈夫从摩托车上
摔下来 、不省人事 ，经过抢救后生命保
住了，但是全身瘫痪了。 “儿子的学费、
丈夫的医疗费和 8 万多的负债压得我

喘不过气来 ，家里经常 ‘揭不开锅 ’，但
是生活还要继续，我要把家里担子担起
来。 ”胡晓萍说。 顶着炎炎烈日，她砍野
竹，收小竹，拉板车，将一车车的竹子拉
到宁国汪溪市场销售 ，每车赚取 100 多
元辛苦费。

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着自立自强、
吃苦耐劳的精神，胡晓萍的“河西竹业”
开业后， 生意蒸蒸日上， 产品远销黑龙
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河南等二
十多个省区。 “河西竹业”不仅销售了当
地的毛竹， 而且解决了许多贫困户的就

业问题。
“胡晓萍说话一言九鼎 、说一不二 ，

还优先安排我们残疾人、困难群体就业，
让我们老百姓多了一份收入。 ”54 岁的刘
国义是榔桥镇里棵村村民，常年在“河西
竹业”做工。 像刘国义这样的困难群众，
在竹厂做工有十余名， 胡晓萍带领他们
脱贫致富。

生活中的“女强人”，村民口中的“大
好人”，胡晓萍经常参加爱心活动，向困
难群体伸出援助之手。 泾县爱心群帮助
贫困家庭活动，她总是冲在前面，慷慨解
囊；黄田敬老院、河西敬老院，逢年过节
总有她的身影，看望老人成了她的常态；
遇上白血病等急需帮助的人， 她毫不犹
豫及时捐赠；村里困难群众的冷暖，胡晓
萍总是放在心上……

将改造变建造，临时
工棚变身温馨小屋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用心用情的
好房子从天而降送给我， 收到这么大礼物
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感谢。 ”
“中国好人”、 宣城市泾县榔桥镇河西村村
民胡晓萍激动得落泪了。

发自内心的真诚善意， 是世上最美的
语言。这位爱笑的“女强人”从不轻易落泪，
命运多舛的她比别人要坚强。然而，面对这
样一份用心用情的“大礼”，着实让胡晓萍
笑着笑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

前不久， 正在竹厂干活的胡晓萍接待
了一位“神秘人物”，他自称是从北京过来
考察竹业发展的商人。 没想到，这位“神秘
人物”是《秘密大改造》的设计师宋微建，在
胡晓萍不知情的状态下， 对她居住的房屋
进行勘测，详细了解日常的生活需求。央视
《秘密大改造》是大型季播公益性家装生活
服务类节目，邀请国内外著名华人设计师，
为有家装需求的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等进
行免费的全屋家装改造。

“她居住的临时工棚由钢材建造，房屋
结构脆弱根本无法进行改造， 墙面金属夹
层主要为泡沫，无法隔音、隔热，甚至有极
大的火灾安全隐患。 ”设计师宋微建说。 经
过设计师及其团队综合勘察、反复讨论，他
们决定将改造变建造， 为胡晓萍新建一所
适宜居住的新家。

重选址、定方案、打地基……经过 14
天的极限建造，胡晓萍的新家完工了。层高
5 米的客厅明亮开阔， 宽敞通风的厨房现
代智能，精心设计的卧室温馨温暖，还在次
卧打造特殊的护理空间， 设置了护工床和
独立卫生间， 为胡晓萍照顾瘫痪丈夫提供
了更多的便利。除此之外，设计师还为胡晓
萍一家打造了“农家风情小庭院”，设置了
无障碍通道方便轮椅通行。

“这下我老公的日子舒服多了，坐在轮
椅上就可以到院子里晒太阳， 还能到卫生
间去洗澡， 为我们量身打造的房子真是太
贴心太暖心了。 ”胡晓萍眼眶又红了。

告别凌乱不堪的临时工棚， 搬进温馨
温暖的农家小院， 屋里屋外充满了胡晓萍
爽朗的笑声。 “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我都
要天天笑着过。”年过半百的胡晓萍终于拥
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可以更好地照
顾丈夫，可以与家人一起晒晒太阳，与亲朋
好友共聚。

为好人做好事，德者受尊树立鲜明导向

在宣城， 像胡晓萍这样善良真诚的
“中国好人” 有 74 位， 他们犹如群星闪
耀， 让这座全国文明城市焕发出璀璨的
“文明光彩”。

“我们高度重视道德模范与身边好
人的关爱帮扶工作， 在大力弘扬道德模
范引领作用的同时， 积极帮助他们解决
实际困难，推动他们在政治上有地位、生
活中享关照、社会上受尊重，切实增强道
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荣誉感、 获得感和
幸福感。 ”宣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
办主任梁能文说。

礼遇道德模范是时代文明的需求 ，
关爱身边好人是优秀美德的传承。 宣城
市积极探索建立关心关爱好人的长效机
制，出台《宣城市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教
育管理办法 》《宣城市道德信贷暂行办
法》等，打通信用贷款“绿色通道”累计授
信 4354 万元， 推荐 11 名道德模范当选
县市区“两代表一委员”，成立全国地级
市首个专门致力于公民道德建设、 服务
各级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社会组
织———宣城市公民道德建设促进会 ，累
计支持帮扶资金 173.6 万元。

德者有得，好人好报。 去年 3 月份，
宣城市人民医院为 229 名道德模范和身
边好人进行“免费体检”，这已是他们第
三次举办这样的活动。 除此以外，他们还
将通过走访和健康讲座、 建立健康档案
等形式， 更好地为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做好健康服务。

“虽然外面天气很冷，但是我们心里
很暖。 一到逢年过节，他们就上门看望慰
问，嘘寒问暖。 ”“中国好人”师丰收说。每
年在春节、端午、中秋等节假日，宣城市

领导走访慰问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已成
惯例。 在春节联欢晚会、新春茶话会、大
型活动开幕式等重要活动， 设置专席邀
请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参加， 彰显道德
模范崇高及身边好人的社会地位。

宣城市通过物质奖励、节日慰问、政
策帮扶、费用减免等多种方式，帮助道德
模范和身边好人解决实际问题， 推动传
承善良、传递善举的道德观念蔚然成风。

■ 本报记者 张岳

·荣辱观·

莫把孩子当作网络“摇钱树”
■ 殷骁

最近， 一些短视频平台出现了很多以展
示“萌娃”为主要内容的账号。 从简单的记录
自家孩子日常生活，到 2 岁孩子吃播、萌娃穿
着尿不湿下厨做菜等“高难度”视频内容，“萌
娃”短视频和直播越来越火爆和复杂。随之而
来的则是大量广告带货与商业合作， 翻开一
些 “萌娃 ”账号主页 ，大多可以看到 “好物推
荐”“找我官方合作”等标识。有的运营儿童短
视频账号的家长坦言，靠“萌娃视频 ”月收入
可达 15 万元。

看似天真可爱 、人小鬼大的萌娃短视频

背后 ，是程式化的 “套路 ”炒作 ，与培养成年
“网红”手段如出一辙 ：孩子上镜时的言行举
止往往都经过专业团队训练 ，都要按文案设
计操作 。 家长按剧本诱导孩子现身出镜 ，或
索性与网络营销公司合作 ，策划包装出 “小
吃货 ”“小公主 ”等人设以博得打赏 ，还有家
长伪造家境让孩子做家务等 “卖惨 ”，获取捐
助……一番运作下来，账号圈粉不少，家长们
也通过卖货、软广植入等途径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有谁注意到这些孩子的身心健康？ 有的
孩子频繁做吃播，3 岁时体重就达 70 斤；为拍
摄搞笑表情，有的孩子被家长故意喂酒，逐渐
有了酒瘾； 也有的孩子因受不了幕后过度训

练而焦躁不安。
参与拍摄短视频的学龄前儿童还没有健

全的理智和是非判断能力，不知道拍摄产生的
后果，也无权处置所得收益。然而，他们的金钱
观与是非观很有可能就由此逐渐扭曲、 异化。
试想，拍几个视频就能火，设计几个桥段就有
收入，那么这些孩子今后在学习时还愿意刻苦
努力吗？ 在生活中还能经受住挫折与考验吗？
一些家长只顾个人“钱途”而不顾孩子前途，沦
为“啃小族”，把孩子视为“摇钱树”，让孩子在
镜头前谈论着与年龄不符的话题、做着与年龄
不符的动作，最初的可爱萌态消失殆尽，取而
代之的是无厘头的荒诞不经，满足的仅仅是看

客的猎奇心理。 这种行为一旦扩散，难免会带
动更多人有样学样、竞相效仿，让更多孩子变
成成年人的牟利工具，那么这一代青少年的发
展前景也不容乐观。

网红经济渗透到学龄前儿童身上，着实让
人大跌眼镜。 对此，相关部门已予以重视并采
取对策。去年底，文旅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
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要
求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严管严控未成年人
参与网络表演。 让孩子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
式参与商业活动，已违反相关法规。 德国教育
家福禄贝尔有一句名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作为家长应及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加
强法治观念和网络素养培养，不以牟利为目的
育儿。 相关部门应切实落实法律法规要求，加
强对炒作“网红萌娃”行为的监管和打击力度。
网络短视频平台等商家也应履行相关职责，进
一步完善内容审核机制，为孩子们创造健康清
朗的网络环境。

胡晓萍的温馨木屋。
本报通讯员 何储世豪 摄

近日，合肥市蜀山区琥珀街道北苑村社区老年人在享受
平价理发服务。 本报通讯员 陈三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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