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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辈子好事，其实也不难。”说起
为什么70余年始终如一热衷慈善事业，
年近百岁的仙居老人李成义笑着说，做
慈善，可以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李成义出生于 1926 年，自 1951 年
捐赠第一笔款项至今，已累计向县慈善
总会、困难群众和公益事业捐赠 100 多
万元，曾获得“台州市慈善突出贡献（人
物）奖”“第三届浙江慈善（个人）奖”等
荣誉。

特别是最近20年来，李成义与妻子
张素琴平日里省吃俭用，设立“义琴基
金”。每年，他们都以“义琴”的名义，向
县慈善总会捐款，20年来从未间断。

攒了3年的钱，他全捐了

“县慈善总会吗？今年的捐款我已
经准备好了，只是现在手脚还不太利索，
能麻烦你们来我家取一下吗？”近日，仙
居县慈善总会接到了李成义的电话。电
话那头，老人既诚恳又急切。

“捐款一准备好，就想早点交到你们
手中。年纪大了，就怕留下遗憾。”记者
跟着仙居县慈善总会工作人员王华英来
到李成义家，老人连忙拿出一个厚厚的
信封。信封里，装的是他和妻子张素琴
的1万元慈善捐款。

李成义的家，是上世纪90年代建成
的老房子，桌椅等家具也都有些年头
了。房子里最显眼的，是一本本慈善捐
赠证书和一张张奖牌。一说起自己做好
事的生涯，老人眼里有了光，声音也响了
很多。他与此结缘并已持续了73年。

“我的第一笔捐款，就是在那个年
代。”此时，李成义家客厅的电视机里，正
放着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上甘岭》。阵阵
枪炮声，把他的思绪拉回了那个年代。

那时，李成义在政府部门上班，大家
都在说抗美援朝，他也急着想为前线做
点事。1951年春天，听说县里开展募捐
支援前线，李成义毫不犹豫地把工作 3
年攒下来的 50 万元（第一套人民币 1 万
元等于第二套人民币 1 元）全部捐了
出来。

“大家的捐款热情都很高，好多人都
拿出了自己的积蓄。能够为抗美援朝作

点贡献，我们都觉得很光荣！”说到这儿，
老人的脸上露出笑容。他清楚地记得，
捐款那一刻，他听到了周边人们的掌声
和赞扬，自己也戴上了大红花，感受到了
做好事的快乐。

“把钱捐给有需要的人，比花在自己
身上有意义！”从此之后，李成义只要发
现谁有困难、哪里有需要，都力所能及地
资助。

1962年，李成义和张素琴在仙居县
城最繁华的解放街地段，看中了两间半门
面房，与房主谈好价格1100元，并约好交
款的日子。第二天，李成义上街看到一个
消息，仙居永安溪上要建一座防洪大坝。

“这可是一件造福乡邻的大好事啊！”二话
不说，李成义当场捐了身上带着的300元
钱，支援防洪大坝建设。结果，当晚要付
房款时，夫妻俩才发现钱不够了。

“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才50元。”李
成义当时有些担心，以为张素琴会埋怨
他。谁料张素琴了解事情原委后，不但
毫无怨言，还安慰他，说买房可以再
等等。

家人的赞许，是对李成义最大的支
持。此后，他对公益事业越来越热心，捐
款也越来越多。如果当时买下那两间半
门面房，现在已经价值好几百万元了，李
成义却从没为当初的决定后悔过。

遇见他人急难，必伸援手

为建造下力洋大桥捐款 300 元、为
下岸水库捐款2500元⋯⋯

了解李成义的人都知道，这些捐款
看似不多，但都是他和妻子省吃俭用攒
下来的。离休前，凡是李成义工作过的
地方，都留下了他乐善好施的美名。

2004年底，仙居成立慈善总会。已
经79岁的他，第一时间赶到刚成立的仙
居县慈善总会，现场捐了 2000 元钱，这
也是该慈善总会收到的第一批捐款。

“以前想要给困难群众捐款，常常不
知道往哪儿捐，现在县里有了慈善总会，
我也有了新的娘家，以后我每年都会来
捐。”当时的仙居县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王军方清楚地记得，这是李成
义来到慈善总会后说的第一句话，“他还

特意提醒工作人员，这笔钱，希望用于帮
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为什么特意把钱捐给学生？在和老
人的交流中，他说起了自己年少时的
经历。

10 多岁时，李成义以全县第一名的
成绩考入黄岩农校，但因家境贫寒，读书
梦无法实现。他只好以帮邻居放牛、学
做裁缝等为生。儿时没钱读书，对李成
义来说是一生的心头之痛。

“我不希望这样的痛苦，出现在新中
国的孩子身上。”李成义说，离开工作岗
位后，他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儿童身
上，希望为他们做更多事情。从2005年
开始，他和张素琴从各自的名字中取了
一字，凑成“义琴”二字，每年都以“义琴”
的名义向慈善总会捐款，以帮助困难群
众和困难学子。一开始是每年2000元，
后来不断增加，最近 10 多年每年都是 1
万元。

平时，一旦发现身边有人遇到困难，
李成义就会一如既往地伸出援手。“很幸
运，我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李老，解

了我燃眉之急。”说起老人，在仙居务工
的小余一脸感激。

小余是安徽人，去年夏天，他的妻子
突发疾病需要手术，到仙居县人民医院
后发现费用还不够，小余愁得连连叹
气。这一幕，被不远处的李成义发现

了。李成义关心地走上前询问，得知原
委后，他安慰小余：“小伙子别着急，我这
里有些钱，你先拿去应急。”说着，李成义
就带着小余到付款窗口，用自己的银行
卡支付了1万元。

小余感叹：“我都不敢相信现在还有

这么好的人。交完钱，我给李老留下了
我的姓名和电话，说有了钱一定会马上
还。李老却说，看病要紧，还钱不急。”

带动慈心善举，榜样有力

“李老的慈心善举，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赞誉，为大家树立了榜样，也深深
地感动了仙居县广大慈善工作者。”仙
居县慈善总会副会长张虹霞对记者说。

2008 年，仙居刚开始推介“慈善一
日捐”时，李成义就和老伴带头在各自的
单位各捐款 5000 元。作为最早的仙居
县“慈善一日捐”参与者，他们以自己的
行动带动了社会各界踊跃捐款。

张虹霞记得，过去老人身体好的时
候，每年都会来仙居县慈善总会捐款。
老人还会详细地询问每一笔款项的去
处，了解困难群体的特点，以及时调整资
助的方向。他还会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
参与慈善事业的体会。

“每次李老来我们这里，我们的工作人
员和周边单位的员工都会围到他的身边，
听他讲故事。在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
群众加入慈善捐款的行列。”张虹霞说。

“人人为慈善，慈善为人人，人人都
快乐。”这是李成义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多年来，老人在各种场合广泛宣传
慈善的性质、宗旨，宣传发展慈善事业的
重要意义，宣扬各阶层人士扶危济困、乐
善好施的先进典型，宣传国家对慈善捐
赠的优惠政策等，动员各界群众投身慈
善事业。

“老人逢人就宣传慈善，是我们慈善
总会的编外宣传员和义工。”仙居县慈善
总会会长徐薇薇说，“李老总是教育我们，
捐多捐少，不要强求，难得的就是有心。
他就是以一颗慈爱之心，支持慈善事业，
关心困难群众。”

“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很容易，做一辈
子好事也不难。”这
位将近百岁的老人
表示，爱心无止境，
慈善事业无止境，
在有生之年，他要
将慈善事业一直做
下去。

仙居98岁老人李成义热衷慈善事业70余年——

做一辈子好事，其实也不难
本报记者 王晨辉 通讯员 应亚军

寒 潮 来 袭 ，
天黑的时间更早
了 。 夜 幕 低 垂 ，
一盏盏高悬的路
灯，点亮城市的夜
空 ，也 照 亮 回 家
的路。

路灯是习以为
常的物件，很多人也

许未曾留意，灯坏了该
怎 么 办 ？ 谁 在 养 护 它

们 ？ 好 奇 的 我 ，找 到 了
“路灯医生”——金华路灯

管理所的师傅，体验他们的日
常工作。近日，他们带我乘坐登高

车，一起去修18.5米高的路灯。

出工之前，先上安全课

“芙峰街 1313 号一盏路灯出现故
障，安排明早 8 点维修⋯⋯”提前一晚，
我接到了金华路灯管理所抢修班班长周
志有派来的任务单。我有些兴奋，第二
天起了个大早赶往现场。

初冬的早晨，风刮到脸上已有刀割
的感觉，裹着厚厚的外套依然能感觉到
凉意。当我来到要维修的路灯前，兴奋
刹那间变成了心慌——这是一盏高18.5
米的高杆路灯，比6层楼还高。

路灯有不同类型。按高度可以分为
18 米以上的高杆灯、13 米至 15 米的中

杆灯、12 米以下的普通路灯，以及 4 米
以下的庭院灯等。其中，高杆灯因为照
射面积更大，广泛应用在主干道路、立交
桥、港口、码头等处。

高处作业，说不紧张是假的。我穿
上周志有带来的作业服，系好安全带，
戴好头盔和绝缘手套，就要往登高车上
爬，周志友连忙制止：“别急，先排好
队。”

连同我，一共 4 名作业队员快速排
成一行。

“恐高吗？有没有高血压？精神状
态怎么样？”周志有连珠炮似地问了我好
几个问题。我回答：“一切正常、状态良
好。”作业前询问大家的状态，这个环节
每天必不可少。要是熬夜疲劳了，或者
吃了感冒药，就通不过这一关。之所以
这么做，就是为了安全。

前一晚，周志有问了我的身高、体
重，帮我准备了作业服，并特意叮嘱：贴
身衣物，记得穿全棉的。

我有点不解。“带电作业中，穿全棉
衣服是为了防电击和电灼。”早上开工
前，周志有解释，棉质衣物具有良好的电
绝缘性能，遇到电灼或火花时能迅速燃
烧，避免电流通过衣物对人体造成伤
害。同时，全棉材质的衣服在电流
作用下不会附着在皮肤上，从而降
低了皮肤烧伤的风险。

还没出工，我已经上了“安全第
一课”。

心跳加速，高处不胜寒

摆好路障、确认周围环境安全后，我
顺着台阶，爬上了登高车的作业平台。
平台不大，像一个车斗，两平方米左右，
刚好能容下两个人。我把安全带扣在平
台的固定点上，紧握着扶手。

带我一同登高修灯的师傅叫令狐肇
华。“昨天就把你的采访向安监部门报备
了。”令狐肇华的一句话，让我对安全又
多了一分敬畏。

在机械臂的推动下，作业平台缓缓
上升，风越来越大，地面上的车和人渐渐
变小。我们很快到达与路灯齐平的位
置。这样的高度让我有些紧张，我看了
眼运动手表上的心率：105。

但一旁令狐肇华的专业操作，很快
让我心定了下来。只见他熟练地打开 4
枚灯罩锁扣，轻轻掀开灯罩，麻利地检查
起来。

“相比带电作业，我们更怕高空坠
物。”令狐肇华对我说，这么高的地方，万
一失手把灯泡掉下去，砸到人怎么办？
所以，4 名作业人员中有 1 名是观察员，
随时观察空中作业和路面行人情况，避

免坠物伤人。
正在修的这盏路灯，专业

名称叫钠灯。因为发光效率
高、寿命长，且透雾性好，在
LED 灯大规模应用前，钠灯一

直是城市照明的主力。
令狐肇华一边检查一边告诉我，钠

灯常见的故障有两种，灯丝烧坏和镇流
器烧坏。而要是遇到线路问题，处理起
来就会比较棘手。

令狐师傅逆时针拧下灯泡，我凑近一
看，果然灯丝断了，灯管内壁还残留着黑
褐色的印记。几秒钟后，他又拆下一只外
壳焦黄的白色元器件，扭头说道：“镇流器
也烧坏了。”

“来搭把手。”令狐肇华把拆下来的
镇流器递给我。刚接到手上，我的手不
自觉地往下一沉。定睛一看，这个套着
塑料外壳的镇流器，大小也就像个大号
充电宝，但里头密密麻麻绕了很多金属
线圈，分量很沉，足足有五六斤重。

我从脚下的工具箱里拿出一只镇流
器，再抽出一根新灯管，递了上去。令狐
师傅要按原路，把它们安装回去。

这看似简单的操作，在高处并不容
易。因为风大，我们站立的平台轻微地
晃动，灯杆也在摇晃。另一方面，受限于
机械臂的转动角度，登高平台不可能无
限接近灯罩，只能靠师傅自己伸长手臂
或是扭动身体来调整作业角度。

完成操作，令狐肇华呼喊地面上另
一位作业人员：“可以送电！”随着电源接
通，灯亮了。令狐肇华收拾好工具，操作
平台缓缓下降。一看表，整个过程不到
20分钟。

想修路灯，得考好几本证，门槛不
低。像周志有和令狐肇华，必备四证：高
压电工证、低压电工证、流动式起重机操
作证、高处作业证。有的作业人员还有其
他特种作业证，比如电气试验作业证等。

原来修路灯，真不是上去换个灯泡
这么简单。

聪明路灯，不只能照明

在金华市区，由金华路灯管理所负
责的路灯一共有 71004 盏，覆盖了大街
小巷、桥梁隧道、公园绿地。

“路灯不仅给市民照明，也是一座城
市的形象。比如杭州亚运会期间，就要
保障道路照明充足，所以我们经常有紧
急任务，24 小时待命是家常便饭。”周志
有告诉我。

好在，我这一趟任务遇上了晴天。周

志有说，其实路灯故障多发的时段，往往是
高温天、雨雪天，因为灯也怕高温、严寒。

修灯只是路灯主管部门工作的一部
分。“此外还包括管理、养护，以及各类新
技术的应用等。”金华路灯管理所党支部
书记江勇说，小小的路灯，背后也有大
学问。

如何把7万多盏路灯建好、管好、养
好？在金华智慧照明综合管理平台，我
找到了答案。

监控员毛晨丽打开电子地图，几乎
所有路灯的数据展现在我眼前。依靠这
个平台，路灯变得更“聪明”了。毛晨丽
说，传统的路灯管理模式相对被动，主管
部门很难精确获知哪盏路灯坏了，通常
要靠人力巡查和反馈。如今，哪盏灯坏
了，屏幕上会出现红色感叹号提醒，而
且，通过精准定位，系统还会告知最佳维
修路线，走哪条路最近、最省力。

在路灯行业内，有一种说法叫“斑马
线效应”，是指夜间道路上由于照明设计
不合理，导致路面出现明显的明暗交替
现象。这会导致司机的视觉舒适度下
降，甚至产生烦躁感。“所以在设计、建造
路灯的时候，我们就会充分考虑自然条
件、反光条件等，力求路灯亮度足够又让
人感到舒适。”江勇说。

时间不知不觉来到傍晚，17 时多，
窗外的路灯已自动点亮。这源于金华路
灯管理所楼顶的一套光感应系统。当天
色渐暗，光照度降到 60 勒克斯（照度单
位）以下时，光感应系统就会自动发送开
灯指令。反之，当天色变亮时，系统则会
自动关闭路灯。

随着科技进步，很多路灯不只承担
照明的工作。例如，人们走在大桥上，也
能搜到 WiFi 信号，这很有可能就有路
灯的功劳。江勇介绍，部分新型路灯杆
塔上集成了5G通信基站、公共WiFi、视
频监控、广播、一键报警、交通信号灯、交
通标志牌等功能。这些“聪明”的路灯，
为城市增添了不少现代化、智能化色彩。

记者跟着金华“路灯医生”登高18米——

修路灯，不是换个灯泡那么简单
本报记者 沈 超

沈 超

李成义（右）向仙居慈善总会捐款。 仙居县慈善总会供图（资料照片）李成义（右）向仙居慈善总会捐款。 仙居县慈善总会供图（资料照片）

李成义（右）和老伴张素琴。 本报记者 王晨辉 摄李成义（右）和老伴张素琴。 本报记者 王晨辉 摄

机械臂把令狐肇华和记者送上高处机械臂把令狐肇华和记者送上高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金思成金思成 通讯员通讯员 许雅琪许雅琪 摄摄
记者记者（（右右））跟随跟随““路灯医生路灯医生””在在 1818 米高处修米高处修

路路灯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金思成金思成 通讯员通讯员 许雅琪许雅琪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