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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见到林伟明时，他刚刚卸
下一身疲惫。前一天晚上，刚结束一场
公益活动的他连夜从福州赶回晋江。

原来，福建省扶老救孤公益服务协
会联合福建省政协机关，在福州市鼓楼
区社会福利中心组织开展以“九九重阳
节·浓浓敬老情”为主题的重阳节关爱
老人活动，为老人们送去棉被、大米、面
线、食用油、饮料等生活物资与慰问金，
并组织开展义诊、义剪、义演、游园等公
益活动。

舟车劳顿，辗转各种公益活动，对他
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2023年 5月 29日，协会前往宁德市
屏南县，举办“八闽公益行·六一助学梦”
捐赠助学公益活动，为全县 10所学校需
要帮扶的儿童、孤儿和贫困学生捐赠学
习教材、学习用品、生活用品、日用物资
和现金补助，总价值超过13万元。

2023年3月5日，协会到莆田市仙游

县开展“学雷锋纪念日”主题系列活动，
慰问特困老人与困境儿童等特殊人群30
人，送去慰问红包和食用油、大米、方便
面、面包、牛奶、运动鞋等生活物资，以及
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

林伟明还策划“八闽公益行”公益活
动，每周至少关爱一户特困老年人家庭，
并且记录在档，跟踪回访。组织开展各
种以“扶老救孤”为主题的公益活动，通
过走访慰问孤寡老人、困难孤儿，献爱
心、送温暖，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尊老、
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

协会自成立以来，已经为泉州、漳
州、龙岩、宁德、莆田、福州等地的特殊人
群与疫情防控活动捐款捐物超200万元，
受助者超 2000人。光是林伟明个人，捐
款捐物就超 10万元，参与公益活动服务
时长超1000小时。

就是这样一支起源于晋江、辐射至
全省的公益志愿服务队伍，在林伟明的
带领下，将光和热逐渐撒向各个需要被
温暖的角落。

在他们的帮助下，漳州市平和县九
峰镇下坪村独居老人杨阿婆家里终于接
上了自来水，饮水难题得到解决；石狮一
名和爷爷相依为命、露宿村中戏台的孤
儿从内向自卑慢慢变得乐观开朗，住房
问题也有了眉目；为漳州市平和县孤寡
老人曾老伯老宅更换破损瓦片后，房屋
长年漏雨问题得以改善……林伟明和他

的会员们用大爱书写的志愿服务故事，
在全省各地不断上演。

协会虽然才成立两年多，但是林伟
明从事公益事业已有 8年之久。2015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德化一场慰
问山区残疾儿童的活动，深受触动。“原
来山区还有那么多困苦的老人儿童需要
我们去关注和帮助，从那以后，我更加坚
定地走公益道路。”

之后，林伟明成立了民间“草根”公
益组织，每个月开展一两场扶老救孤公
益活动。他的真诚善良让身边人有目共
睹，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热心公益的企业
和个人参与。2021年 2月，福建省扶老
救孤公益服务协会正式成立，成为一支

“正规军”。有了政府的指导，以及社会
力量和资源的支持和加入，协会的公益
道路越走越顺，受益面也越来越广。

“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是属于
集体的，是对协会每个人的肯定。”面对
这份荣誉，林伟明谦虚地说，“没有团队
每个人的付出和无私奉献，就没有协会
的今天。”

在林伟明看来，不忘初心，传承孝
德，扶老救孤，与爱同行，是协会始终秉
持的信念和责任。他和他的团队将坚守
公益初心，身体力行，引导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企业家积极主动关爱老人，坚持助
力孝老爱亲传统美德薪火相传，营造尊
老敬老爱老扶老的社会风尚。

讲述凡人微光故事 凝聚道德榜样力量

晋江4人获评第八届泉州市道德模范
本报记者 沈茜

日前，第八届泉州市道德模范颁奖典礼举行，来自晋江的杜晓航、侯国建、洪水平
和林伟明四位道德模范获此殊荣。

本期专版，我们将走近咱厝人身边的榜样，讲述他们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
献、孝老爱亲的先进事迹及背后的感人故事，在全社会推动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

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份不同、岗位各异，
但只要穿上队服，便有了共同的名字——“追光
者”“逆行人”。每当地震、房屋坍塌、汛情、溺水
等突发事件发生，他们总是主动请缨、冲在一
线。他们，是民间救援志愿者。

来自晋江市瑞桐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简称
“晋江蓝天救援队”）的杜晓航，凭借过硬的专业
能力和心理素质，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生命救
援，用大爱和专业撑起生命的“蓝天”。

写遗书，对很多人来说是件难以想象的
事。但是对于“90后”的杜晓航来说已经不是
第一次了。

2023年2月6日，土耳其一天内发生两次7.8
级强震，最高烈度达到Ⅸ度(9度)。地震无情，大
爱无疆。距离强震发生后不到 24小时，万里之
外的中国晋江，杜晓航和他的四名队员开启“逆
行”之路——挺进土耳其，提供专业救援。

这次地震是当地 100 年来发生的最强烈
地震之一，也是晋江蓝天救援队的首次国际
救援。

“时间紧，任务重，救援难度大，我并没有太
多把握可以平安回来。”杜晓航坦言，在出发前，
自己给妻子留下了简短的遗书，便匆匆赶赴土
耳其。

在这次救援过程中，他们要克服余震、低温
天气、饮食差异、极端武装组织、宗教文化等重重
困难和挑战。“每当遇到困难，想想家乡还有坚强
的后盾，就没那么难了。”杜晓航说。

除了参与国际救援，杜晓航更多的是参与抢
险救灾。

今年 8月，台风“杜苏芮”来势汹汹，杜晓航
和队友们全力以赴，坚守在一线抢险救灾，累计
接报防汛抗台警情 17起，共出动人员 106人次，
出动车辆28台，转移受灾群众10人，抢救转移群
众资产若干。

2019年 11月，晋江龙湖一名 11岁女孩离家
出走。得知这一消息后，晋江蓝天救援队立即组
织 9名队员带着搜救犬翻遍了整个村及村后大
山，历时 17个小时，终于找到了女孩。后来，小
女孩的爸爸也成为他们的一员。

新冠疫情期间，杜晓航带领队员对晋江部分
镇街、村（社区）、学校、企业等进行521场免费消
杀，面积10288万平方米；进入晋江市医院，连续
执勤了80天。

……
这群普普通通的救援队员隐藏于平凡生活

的角落，演绎着一个个感人故事。
杜晓航的本职工作是青少年特训机构的一

名教官，有着丰富的应急救护实践技能基础。
2017年 1月，杜晓航成为一名公益救援队的志
愿者。2019 年，他在晋江正式成立蓝天救援
队。同年，救援队参加应急管理部举办的全国
首届社会力量大比武，并获得地震救援项目福
建省第一名。

这些年来，晋江蓝天救援队吸引了越来越多
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加入。现队内有志愿者、预备
队员、正式队员共112人，由具备地震救援、山岳
救援、水域救援、潜水救援、车辆救援、城市救援、
深井洞穴救援、心理危机干预（针对各类自杀干
预）、安全生产事故救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救
援、防灾减灾培训等专业技能的志愿者组成，是
一支纯公益的专业综合救援队伍。

建队以来，杜晓航带领队员完成救援行动
112起，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应急保障 12场，安全
教育知识宣教、技能培训 341场(受益人数42630
余人)，大型联合实战演练 26场，防疫消杀 521
场(消杀面积10288万平方米)，队内培训 111次，
重大节假日、汛期、台风期间备勤 21次，发布寻
人启事 71则，市医院执勤 80天，刺桐大桥执勤
26 天及其他相关部门交办的各项任务共计
1468起，出动人员 5396余人次，累计服务时长
达 32739小时。

“我们自己淋过雨，所以更愿意为别人撑
伞。”杜晓航说，队里的不少志愿者曾经也因家人
发生意外接受过他们的帮助，在了解团队之后，
志愿加入到队伍中来，把爱心延续。

“我将继续弘扬志愿精神，引领带动更多人
做好事、行善举，让我们的城市充满爱。”杜晓航
的这番话，代表了许许多多像他这样的平民英
雄，以凡人微光彰显了大爱担当，传递了向上向
善的力量。

从 1992年进柒牌做学徒，当基层车
工，一针一线做衣服开始，32年来，来自
四川的新晋江人侯国建始终坚守在工厂
一线，用创新制衣技艺做好每一件夹
克。他说，自己最幸福的时刻，是每一件
产品被客户认可之时。

32年来，侯国建见证柒牌从小作坊成
长为大企业，自己也从普通车工逐步成长
为柒牌茄克技术生产研究的核心人员。
当上车间管理人员后，侯国建管理、技术
两手抓，他时常思考如何既能让员工多赚
钱，又能提高公司效益。在这一点上，他
将自己的技术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2018年，柒牌引进的“U形智能流水
线”便是侯国建的“得意之作”。在该流
水线上，每个工人、每道工序的工作时间
皆为2.5分钟，一道工序完成马上进入下
一道工序。通过智能化升级，实现了流
程的优化与变革，智能流水线产能提升

21%。
近年来，茄克款式越来越复杂，对

工艺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面对生产任
务严峻、一线车工不足的现实困境，侯
国建带领技术人员在一线广泛研究瓶
颈工序，发明多种拉筒等工具夹，开发
模板代替人工作业，解决企业招工难、
纺织行业用工荒难题，有效降低了招聘
成本。

他还是一名“铠甲勇士”。2020年疫
情防护用品告急，柒牌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转产防护服。大年初二，接到消息的
侯国建从四川赶回晋江，带领团队火速
投入生产。

尽管有着丰富的服装制作经验，
但侯国建第一次接触防护服时还是有
点犯难。面对没有车间、面料、设备、
人员等难题，他带领转产团队与政府
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从接到任务到确
定选址、改造车间、开发设计、筹备物
资、培训技术、投入生产，短短 3 天时
间就顺利生产出第一件合格的防护
服。为了减少穿脱防护服进出车间造
成的时间浪费，大家都尽量少喝水、少
上厕所，只为尽快生产出更多的“安全
铠甲”。

在这种超强度的工作中，侯国建带领
团队坚守岗位，秉承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的工匠精神，仅用7天时间，柒牌生产的首

批1万件防护服就被送往武汉。他和同事
每天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共为武汉提供
230万件防护服。

2022年 3月泉州疫情期间，侯国建
带领车间同事再度转产防护服，为泉州
提供22万件防护服。

身为车间主任及技术骨干，多年
来，侯国建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把学
到的技术传授给车间的每一位班组，把
车间的骨干人员发展为技术班干部，带
领他们参加各种技能大赛，并取得优异
成绩。

“为人谦逊朴实，说话坦诚直率，工
作能力强，不计个人得失。”这是公司领
导和同事们对侯国建的一致评价。在工
作与同事间，他始终坚持以诚待人、以信
取人，履约践诺、言行一致，在企业中具
有很高的社会信誉和良好的守信形象。

侯国建时刻保持“工匠”之心，刻苦
钻研、与时俱进，这些年来，陆续荣获全
国劳动模范、福建省智能制造高端人才、
福建省技能大赛一等奖、福建省技术能
手、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福建省劳动模
范、福建省八闽工匠等称号。

“这次获得泉州道德模范殊荣，我
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对我自己也是
一种鞭策和鼓励。”侯国建表示，“我会
继续尽本分、守信用，用双手创造更美
好的未来。”

10月31日早上6点半，洪水平早早地来到围
头古街，查看刚刚修复不久的5栋历史建筑。8点
半，他来到村委会召开每周例会，部署安排本周工
作。开完会，他又指导助理修改村里的工作总结
材料。10点半，一刻停不下来的他，又到沿街2个
网格党群服务站了解工作开展情况。

14时 30分，洪水平来到村委会，准备迎接省
级领导专家关于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情况的调研
工作。16时 40分，调研工作刚结束，他又马不停
蹄地赶到泉州南站乘坐高铁前往福州参加第二届
福建省“国防人物”颁奖仪式。

借此机会，第二天，他还特意去省里有关单位
咨询了解有助于围头渔村发展的各项政策。当天
15时50分，刚回到村里的洪水平，顾不上喝口茶，
便接受厦门大学大学生的调研采访，直到18时左
右才结束一天的工作。

在围头村，人们总能看到一个这样忙碌奔波的
身影，活跃在全村的每一个角落。从事农村基层工
作40多年来，洪水平始终没有停止过这样的忙碌。

“书记曾创新提出‘六动’（动腿、动手、动耳、
动口、动脑、动心）一线工作法，他自己也一直是这
样践行的。”洪水平助理洪超拔说，洪书记就是一
个“工作狂”，几乎全年无休，他总是晚睡早起、心
系工作，“有时候晚上十一二点还在给我们交代工
作上的事情。”

最近，最让洪水平激动的一件事便是围头村
获评2024年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村。

围头古街两侧的每一栋建筑，都有两岸的故
事。八二三炮战，让这些历史建筑犹如风中残烛，
濒临塌陷。看到此番情景，洪水平心中五味杂陈。

“一个村庄要发展，一定要留住乡魂。”洪水平
始终认为，这些历史建筑正是留住乡魂、记住乡愁
的重要载体。

通过不断向上面积极争取政策项目资金支
持，洪水平终于为围头村争取到了2023年省级重
点改善提升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项目补助
资金350万元。于今年对传统村落核心保护区里
的5栋历史建筑进行抢救性修复，并引进台青、新
乡贤等入驻，激活古街业态。

出生于“全家兵”家庭的洪水平，从哨所民兵
到优秀哨长、营长，从一名普通村民到掌舵领航的
村主任、村党委书记，他始终秉持“养好心态、扮好
角色、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处事风格。群众一
句“洪水平有水平”，成为实实在在的无价口碑。

为摆脱停滞不前的发展局面，2006年底，走马
上任村主任后，洪水平曾反复问自己：围头的优势是
什么？薄弱环节在哪里？路，怎么走？经过一番苦
苦思索、上下梳理，一幅立足实际且具前瞻思维的围
头发展蓝图在他脑海中擘画成型：发掘弘扬优势资
源，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围头，打造“海峡第一村”！

2007年初，在广泛征询各方意见，数次会议
讨论，几经修订完善后，最终形成《围头村近中远
发展规划》，明确“振兴围头·二次创业”的方向标，
绘好“从围头出发、立足晋江、走出福建、面向全
国、爱跨海峡”的路线图及定好“一年一台阶、五年
一跨越、十年初步实现宜居宜业宜游、二十年打造
海峡名村”的时间表。

谋定笃行，真抓实干。“振兴围头·二次创业”
的战鼓就此擂响。

乡村要发展，产业是关键。早在2004年就率先
引进鲍鱼养殖的洪水平通过不断的思考，依托围头村
独特的滨海和战地资源，大力发展鲍鱼等水产养殖
业，打造休闲渔业综合体，以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

围头村还持续发挥“对台、面金、傍海”的优势，
举办“两岸民间两大节庆”和“闽台交流六大活动”，
打响台胞台企登陆福建“第一家园”的“海峡第一
村”。

多年来，洪水平自掏腰包，累计捐资 60余万
元用于围头村发展；同时，抛砖引玉，发动海内外
乡贤捐款近5000万元支持家乡各项公益事业。

2017年，围头村推动晋江市首宗集体建设用地
成功入市，通过“乡贤回归”引进七匹狼的晋江市七
栩礁石酒店作为旅游配套带动项目，该做法受到央
视《新闻联播》关注报道。2020-2022年，围头村连
续三年被评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亿元村”。

随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围头村
累计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全国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考察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
27个“国字号”殊荣及80多项省、市、县各级荣誉。

在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新征程上，洪水平
表示，他将继续用充满干劲、务实敢拼的精神感召
乡亲们跟着他一路向前冲，带领“海峡第一村”实
现新的跨越，勇当两岸乡村融合发展的排头兵。

晋江市瑞桐蓝天应急救援中心负责人

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福建省扶老救孤公益服务协会会长

福建柒牌集团公司车间主任、高级技师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承办承办：：晋江市文明办晋江市文明办 晋江经济报社晋江经济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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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模范 杜晓航

诚实守信模范 侯国建

孝老爱亲模范 林伟明

敬业奉献模范 洪水平

用大爱和专业
撑起生命的“蓝天”

一针一线筑匠心

用真情谱写孝老爱亲动人赞歌

“海峡第一村”的筑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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