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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诚信文化
1987 年 8 月 8 日，杭州武

林广场上燃起一把大火，烧了
温州产的劣质皮鞋，把“耻辱”
二字深深烙印在温州人的心
中。自此，知耻而后勇的温州
人走上了重建温州信用、重塑
温州形象的“诚信”之路。2002
年，温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
议，正式将8月8日列为温州的

“诚信日”。
温州持续 12 年开展“8·8

诚信日”主题活动，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诚敬做产品”活动，
构建了省、市、县三级信用信
息共享机制，多角度、全方位
宣传“诚信温商”谢岩斌、“诚
信老爹”吴乃宜和德汇集团大
灾之后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等
道德诚信典型，引导全社会坚
持“诚信立德”。目前，人行温
州征信分中心已于去年正式
落地，使温州成为全国首个拥
有征信分中心的地级市；在全
省率先将“三信”创建工作由
一个试验区（洞头县）拓展至
全市 8 个县（市），全市新评定
信用乡（镇、街道）13 个、信用
村（社 区）646 个 、信 用 农 户
14.16万户；培育浙江省信用管
理示范企业 46家、浙江省信用
管理示范行业6个。

“幸福社区”创建
2013 年初起，温州开展覆

盖全市 789 个社区的“幸福社
区”创建活动，并选出 60 个社
区 进 入 创 建 成 果 的“PK”阶
段。创建的好或不好，电话调
查的民意结果占到了 30%权
重；其他的70%，则由考评组按
照“自治型、生态型、服务型、文
化型、和谐型”5 个方面的 100
多条细则对各社区进行实地调
研打分。“幸福社区”创建的好
坏，直接与所在乡镇、街道负责
人的奖惩任用挂钩。

最美街区榜单
2013 年 3 月起，温州推出

每月更新的“美丽温州·最美
街区榜”，“秀”出美化整治后
的最美街区。该项目由市文
明办联合温州日报报业集团
共同发起。最美街区每月榜
单最终将依据群众呼声来敲
定。经申报整理确定候选街
区后，每月 18 日至 23 日开启
网络平台让群众参与投票和
评议。每月 25 日前后，根据
网络投票和群众评议情况，
结 合 实 际 综 合 评 定 ，确 定 1
至 3 个 街 区 为 当 月“ 美 丽 温
州·最 美 街 区 榜 ”的 上 榜 街
区 ，同 一 街 区 不 重 复 上 榜 。
各 地 上 榜 情 况 被 纳 入 城 区

“两无三化”工作考核；并以
奖代补形式对所在街道（镇）
给予奖励，每上榜一个街区
奖励 5 万元。

社会公益活动
“明眸工程”自 2009 年 12

月开始至今共募集善款 2300
余万元，资助贵州、云南、青海、
四川等地的 4000多名白内障、
角膜盲等眼疾患者复明。

“世界温州人微笑联盟”项
目为全国 1000 多名儿童实施
唇腭裂修补手术，让唇裂儿童
重新绽放幸福笑容。

持续开展“道德模范”、“我
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感动
温州十大人物”、“十大爱心人
物”等系列评选活动，评树各类
道德典型 200 多人，其中毛陈
冰等2人被授予全国道德模范
称号，钱金耐等 6 人获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吴乃宜等 19人
荣登“中国好人榜”。

全市目前有各类志愿者服
务队 3000多支，志愿服务阵地
1000余个，注册志愿者30余万
人，每年引导志愿者参与志愿
服务 40多万人次，参与志愿服
务时间达60万小时。

（本报记者 徐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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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齐

在经济领域，有个词叫“温州
模式”——它的背后，是千万温州
人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勇气演
绎着的创富故事。

而近些年，在另一个截然不
同的领域，温州人正创造着一个
令人瞩目的高度。

从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水中救
出他人小孩的“最美教师”胡小
丽，到急走千里热血救人的“最
美女孩”毛陈冰；从遍布街巷的
义务伏茶点，到“7·23”雷雨夜的
献血长龙；从出租车志愿者的爱
心护考，到“善行天下”的明眸工
程⋯⋯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温州
入选“浙江骄傲”的人数连续三年
居全省第一，19 人入选“中国好人
榜”，其中，仅 2013 年就有 17 人入
选。

道德之美，如涓涓细流，汇聚
成河，奔腾于东瓯大地；文明之
花，如群英绽放，开遍城市乡野。

如果说，30 多年前，改革开放
初期的温州人书写的是一本创富
传奇，那么30多年后，“富而好礼”
的温州人正以良知和行动书写着
人间大爱，谱写着一曲文明之歌，
传唱于浙南大地。

他们汇成“最美”风景

今年秋天，一位女性的名字
在瓯江边传唱。她叫胡小丽，瑞
安一名普通的幼儿园教师。国庆
那天，她带着女儿到瓯江边玩。
一名8岁男童突然不慎落水，危急
时刻，胡小丽忘记了一切，甚至顾
不上自己不会游泳，跃入江中救
人。潮水汹涌，孩子获救了，胡小
丽却失去了生命。

记者在深入胡小丽亲友、同
事采访时发现，这位典型的温州
女性，生前淳朴善良、爱岗敬业、
孝敬父母、挚爱孩子。事实上，在
温州，有许多像胡小丽一样可爱
的普通人，他们共同守护着一座
温暖之城。

痛失3个儿子，却主动背上儿
子们80多万元债务的八旬老人吴
乃宜；用一生承诺，替战友尽孝的
周跃南；面对 30 万元巨款毫不动
心的环卫工人张红军⋯⋯

德不孤，必有邻。温州的“好
人现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温州好人”出现井喷，其源头是
扎入民间的德善之根。

在温州市区华盖山东麓有一
座亭子，面积不大，名声很大，这
就是温州的民间慈善地标红日
亭。夏烧伏茶、冬施热粥，红日亭
文化在40多年的传承与接力中焕
发出勃勃生机。而今，温州的大
街小巷有着500余个伏茶点，形成
了温州特有的“温情地图”。

这种温情的力量，起初看来
并不起眼，但它蕴藏在城市的每
个角落，只要一遇到困难灾难，就
自觉凝聚成团，爆发出巨大的正
能量。

“7·23”动车事故发生
时，正是一幅民众救援群

像让世人对温州有了
新 认 识 —— 许 多 人

第一时间赶赴事故

现场，成为首批救援力量；有的人
从四面八方涌进血站，为伤员献
上救命的鲜血；有的人每天守在
医院，看望伤员、端茶送饭、嘘寒
问暖⋯⋯每一个温州人，都用自
己微小而坚定的行动，传递着爱
心和社会正义。

记者手记：
道德的光芒，犹如黑暗中的

灯塔，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唤醒了
人们的内心世界。如今，在温州，
勇敢、善良、友爱、诚信、勤俭、孝
敬等一批批道德模范不断涌现，
推动了另一个“温州模式”——道
德高地的崛起。

切身感受美的存在

“如果把好事坚持做几十年，
你们会去做吗？可能很多人都会
迟疑。而我要讲的这位‘最美洞头
人’却用 50 年去做好一件事——
坚守孤岛，治病救人。”这是今年10
月，“最美温州人”宣讲团走进康奈
文化礼堂的一幕。讲述的，是孤岛
医生周明福、边防警察钟文力、企
业家虞一杰、交警陈文波四位“最
美温州人”的人生故事。

宣讲团成员的演讲，不时被
会场热烈的掌声打断。一位康奈
集团员工在微信里写道：“听着他
们的故事，我也积蓄了满满的正
能量。今后，也要将这份能量传
递出去。”

“城市发展，经济、文明是两
翼，绝不能一手硬、一手软。这些
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在思考如
何协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发展，让两者共同进步。”温州市
委书记陈一新说。

温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为主要内容，开展了多种多样
的实践活动，发动市民参与其中，
切身感受美的存在和力量。

温州在全市建起 309 家文化
礼堂、2000 多个道德讲坛，每月都
展开“走进身边最美温州人”的宣
传活动。在温州大街上，近 1700
辆公交车上印着“最美温州人”的
公益宣传图片，30 个大型 LED 显
示屏热播“最美温州人”公益宣传
片。

“仓廪实而知礼节，温州人是
市场经济的先驱，率先富起来的
温州人，正在精神领域创建新的
标杆，”温州大学教授张小燕认
为，30 年前温州经济的奇迹与 30
年后温州道德的“井喷”，都不是
偶然，“各种色彩斑斓的文化个性
在温州融合，赋予温州人最顽强
的生命力，只要遇到一个合适的
时机，就会展现出来。在创富方
面 如 此 ，在 道 德 实 践 领 域 亦 如
是。”

“发端于民间，政府参与有效
引导，最终形成合力。”这是温州
市作协副主席李涛对温州精神道
德领域建设的认知。他举例说，
世界温州人微笑联盟的唇腭裂患
儿免费医治征集活动以及王振滔
慈善基金会“爱心接力计划项目”
等，均是由政府策划设计载体，帮
助搭建平台、整合资源，这种慈善
的官民联动模式国内罕见。

据了解，近年来，温州推出系

列举措，使学习好人、争做好人、
扶持公益成为社会共识。

记者手记：
温州人的创业致富全国闻

名。温州人的民间道德力量也尤
为活跃。面对这股巨大的能量，政
府“因势利导”，适时扶持引导，水
到渠成地推动了道德风气的提升。

美的风尚牵动你我

50 岁的庄月妹是温州服装企
业的一位女老板。富而好施的庄
月妹心中始终有个疑虑：光是布
施些财物，就能帮人脱困吗？

2013 年 3 月，庄月妹请来一
位讲解“五行孝道”的老师，并邀
请了 200 来位企业界朋友前来听
课。没想到的是，这一课程在很
多朋友心中产生共鸣。课程结束
后，大家组建了一个分享智慧和
慈善的公益平台——温州慈慧公
益志愿者协会。最初 40 多名成
员，大都是温州的企业主。

“人生真正的幸福，在于内
心。一个人只有不断地付出和帮
助他人，才会吸引、感染更多的人
一起共建共享文明成果。”在这
一理念推动下，“慈慧”成立一年
来组织了25场公益讲坛。短短一
年间，会员数量增至近600人。

像“慈慧”这样抱团行善的组
织在温州非常多。目前温州已有
志愿者团体 2500 多家，青年志愿
者、巾帼志愿者、夕阳红志愿者等
注册人数超过30余万人，“百佳文
明市民”、“百佳外来务工青年”成
为大众新形象。一系列志愿者活
动，有力影响和提升了社会风尚。

苍南县壹加壹应急救援中心
在 2007 年成立之初，主要由 120
多名出租车司机构成，当时是作
为防台应急救援的一支志愿者团
队。经过7年多发展，已成长为拥
有 2000 多名志愿者会员的大型公
益联合会，下设社区服务、河道清
洁、未成年人帮扶、社区矫正、新
居民服务等46个专业项目组。

工商局退休干部、爱心璀璨义
工队志愿者尹志松告诉记者，退休
后，他加入了义工队，仅去年就参
加公益活动178次，累计志愿服务
780 多小时。他不仅一个人参加，
还带动一家三代人一起参加。“言
传身教中，善良的种子已经在子女
心中扎根发芽。”在他身边，已有越
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助学、文
明交通劝导、为温州新居民子女

“支教”等公益活动中。
从一个人，到一座城；从一次

感动，到一场洗礼。文明，就像春
风吹拂着瓯越大地，就像涓涓细
流浸润着每个人的心灵。在新的
历史时期，温州再次走到了一条
快速道上，这条道路通往道德高
地，通往一座有梦想的城市。

记者手记：
曾经在创造财富上富有探路

精神的温州人，如今正走在探寻
人生幸福的一条大道上。他们富
而思源，共建共享，在回馈社会中
寻找人生的幸福坐标，越来越多
的人在这一过程中找到了归属感
和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