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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石子投入平静的水中，水
面会形成涟漪不断向外扩散。
在一个动态系统中，初始条件
的微小变化，也能带动整个系
统长期且巨大的连锁反应。

一个人的奉献或许只会影
响几个人，但是一群人都能助
人为乐，这座城市就会形成一
种良好的风气，而这种风气无
疑会形成漩涡，加速这座城市
的人才流入。

无论是古之崔宝和，抑或
是今之陈宝明，都在用实际行
动，深深刻下淄博的文明标签，
而文明城市，恰恰需要如此。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李振兴

据《临淄县志》记载，在今
临淄区齐都镇西古城村，清代
时有一名医，名叫崔宝和。崔
宝和不但有“妙手”，更有一颗
火热的“仁心”。崔宝和每年
都会拿出三百两银子作为专
款，无偿给患者买中药，患者
康复后登门致谢，所送钱物他
一概不收。

离家远的患者来崔宝和
家“住院”，他不但精心医治、
百般安慰，还食宿免费，管吃
管住。有的患者心里实在过

意不去，想早“出院”，以免给
他添太多麻烦。他总是对患
者说：“别急着回家啊，你还没
完全康复，一走路就消耗体
力，影响药效，还是在我这里
住些日子吧。我管你一顿饭
两顿饭没什么，你全好了再回
去也不迟。”患者对他感激涕
零，临别时由衷地说：“宝和人
真好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崔宝和还热心公益事
业。清同治年间，临淄遭遇
大灾。当时的临淄知县汤鋐

(江苏阳湖人，清代著名书画
家)号召县内富户捐资献粮，
赈济灾民。崔宝和积极响
应，捐献了很多粮食，数量居
全县之冠。后来，汤知县奏
明朝廷，对崔宝和进行了隆重
表彰，奖给他五品官衔。光
绪初年，临淄又一次遭灾，而
且比上次还严重，西古城村
民愁眉苦脸，人心惶惶。崔
宝和指着自家储备充足的粮
仓，安慰乡亲们说:“大家别害
怕，咱有的是粮食。有我吃的

就有大家吃的，放心好了。”大
家一听，心里有了底，个个喜
笑颜开。在灾年，崔宝和慷慨
地拿出自家粮食，不断接济乡
邻，帮大家渡过了难关。西古
城有几十户人家，靠着他的全
力帮助得以生存。更让人敬
佩的是，崔宝和两次赈灾，功
德无量，但他从不炫耀，更不
以救命恩人自居，依旧谦逊有
礼、乐于助人。

据《齐文化道德故事》
作者 姜健

妙手仁心崔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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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明所在的临淄义工协会的义工在敬老院为老人们修
脚，去敬老院做义工是临淄义工协会每月都会组织的活动。

凡凡人人凡凡事事 尽尽善善尽尽美美

近日，大众日报客户端发布的《外地小伙深夜求职 淄博“最暖视频”感动全网》刷屏网络，淄博这座“来了不想走，留下便深爱”的暖心城市再
次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发生在淄博大地上的种种暖心事迹也再次被人提及。

2020年12月，淄博公布了年度“淄博好人榜”，临淄义工协会会长陈宝明名列其中。
“源于那被老人一次性吃掉的25个饺子。”在谈及坚持十年义工服务的初衷时，陈宝明如是说。

“在帮助别人中，我找到了
活着的价值”

2020年春节，46岁的临淄
义工协会会长陈宝明第一次

“脱离”了“组织”。
那是大年初六的上午，临

淄区民生热线接到一名男子
的求助电话，该男子自述身在
临 淄 ，渴 望 返 乡 却 又 身 无
分文。

求助信息被陈宝明获悉
后，陈宝明并未犹豫，戴好口罩
后便独自驱车前往该男子住
所，打算送其回家。

“到了以后，才得知对方家
是上海的。为了保障安全，我
先将他送到临淄区人民医院进
行体温检测，确定体温正常后
才将他送到了火车站，并自费
为他买上了回家的车票。”

当身为协会会长的陈宝
明被人问起为何独自一人前
去救助时，他认为理所当然，
他说：“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
身份，但疫情期间，多一个人
参与便多一份风险。”

事实上，陈宝明“行侠仗

义”并非一次两次。
2016年12月20日晚，寒

风刺骨，齐都镇谭家村村北出
现了一名聋哑流浪人员。得
知此事后，陈宝明第一时间带
上棉衣、棉被，买上豆浆、火
烧，匆匆赶往现场。

“到了以后，还没看清模
样，便闻到一股异味，想来是
流浪很久了。走近后发现他
衣衫褴褛，手脚都被冻裂了。”

交流中，陈宝明得知，流
浪人员刘某某52岁，原籍邹
平，在4个月前便已查出癌症
晚期。看着眼神中透出迷惘
和无奈的刘某某，陈宝明的心
被深深刺痛了。

“对方不理解中带着很深
的戒备，沟通了两个多小时，
对方才同意接受救助。”

考虑到对方的病情，要救
助需先救治，于是陈宝明便联
系其他义工，一同将刘某某送
至医院。住院手续办理完毕
后，已是次日凌晨5点。

“我给别人打过工，也自
己创过业，并没有太多成就
感。但是在帮助别人中，我找

到了活着的价值。”
面对刘某某的不理解，陈

宝明的回答十分坦率。于是
才有了刘某某含泪写下的那
句话：“我想知道你的名字和
电话，我这辈子不会忘记。”

“源于那被老人一次性吃
掉的25个饺子”

近年来，临淄区无一例冻
伤冻死事件发生，陈宝明和其
他义工们被誉为城市流浪乞
讨人员的“守护者”。

事实上，以“凝聚微能力，
传播正能量”为宗旨，以“扶助
弱势群体，创新社会服务”为
使命的临淄义工协会，经过十
年的发展，已汇聚爱心义工
5000余人，组织参与各类公益
活动1000余次，受助的贫困家
庭、困境学子、社区居民近4万
余人，作为协会刚成立时便加
入的“老人”，陈宝明个人捐助
现金及物资已超30万元。

而谈及让自己坚持十年
的初衷，陈宝明脱口而出：“源
于那被老人一次性吃掉的25

个饺子。”
据陈宝明回忆，2011年9

月21日，是临淄义工协会成立
的第二个月，也是陈宝明第一
次参加义工活动的时间。

“那次是协会组织去一家
敬老院做义工，当时的义工活
动还停留在陪老人聊天、为老
人包饺子等方面。”

陈宝明说，那次去给老人
们一人买了一套不锈钢餐具，
然后用其中的“大缸子”为老
人们盛上饺子。

“那个‘大缸子’得盛了25
个饺子，老人竟全吃掉了，这
让我很受触动。”

从那以后，在临淄义工协
会每月一次的敬老院义工活
动 中 ，都 会 出 现 陈 宝 明 的
身影。

余香引来赠花人

“那时候协会刚成立，很多
费用都需要个人掏。我当时自
己开了一家饭店，生意也还算
不错，而且每月收入都不固定，
家人都没发现我一直在往外

‘掏钱’。”
据陈宝明回忆，家人得知

自己的这些行为是在媒体报道
以后，看到他“乐此不疲”后，家
人也便欣然接受了。

“虽然看似是一直在付出，
其实在帮助别人中，我也学会
了很多，除了精神上得到满足
以外，自己处理事情的能力也
得到了很大提升。”

据陈宝明回忆，协会刚成
立的那几年，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那时候大家都不理解，有
的认为我们有别的企图，有的
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难处，好
在最后都解决了，也是从那时
候起，我处理事情的能力开始
得到提升。”

如今，陈宝明已成为临淄
义工协会的“全职”员工。就算
没有工资，陈宝明也并不在意，
用他的话说，赠人玫瑰，手留余
香，日复一日的救助工作，让他
拥有了更多面对生活的智慧，
这是最大的财富。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李振兴

余香引来赠花人

陈宝明经常给一些需要救助的老人送温暖，一位接受他帮扶的
老人感激地抱住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