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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格局
付玉枝的家很小，但她的家常

年人来人往，有志愿者、孤寡老人、
学生……有的来寻求帮助，有的来
沟通交流，有的来学习。

为帮助放学后无人接送的孩
子，付玉枝买来许多书籍，建立图
书室，义务照管这些孩子。

2020 年，心连心志愿团成立了
宣讲团，几天前，老人组织宣讲团骨
干来家里学党史。记者采访时看
到，她家卧室墙上还挂着“心连心志
愿团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报告会”的条幅。

付玉枝虽已年近八旬，但头脑
清晰，讲话语速很快，逻辑严密。
交谈中，老人始终笑意盈盈，自信
从容。老人拿出了一张 2019 年参
加辽宁铁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老
干部处组织的百米比赛的照片，
照片上的老人迎着阳光，昂首挺
胸，笑容满面，全力奔跑着。老人
说，她年轻时就爱运动，现在还时常
参加公司组织的门球比赛。

在付玉枝身上，看不到丝毫
衰弱怠惰，她浑身洋溢着一股向
上 的 力 量 ，一 天 到 晚 忙 个 不 停。
以前老人为了省钱，用的手机一
直是老年机。2019 年 8 月，为了参
与“学习强国”APP 的学习，也为
了方便与人沟通，老人特意买了
一部智能手机。一年多时间，她
在“学习强国”的学习分数达到 2.3
万多分，而发微信、传照片、视频
通话的熟练程度，也丝毫不输给
年轻人。

“我愿做一支火炬把爱传递，也
愿每个志愿者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
量！”这是老人在宣讲团骨干学党史
报告会上的发言。

虽然只是一名普通党员，虽然
年事已高，虽然身居陋室、收入微
薄，但老人心里想的是他人的冷暖，
并为之孜孜以求，永不停歇。

以更大的格局看待日常的人与
事，也许就是老人快乐的秘诀。

4 月中旬的一天，在铁岭
调兵山市辽北技师学院一处老
旧小区内，穿过逼仄阴暗的楼
道，记者叩开了辽北技师学院
退休教师付玉枝的家门。

伴随着主人的热情招呼，
记者看到已经78岁的付玉枝，
留着齐耳的短发，身着唐装，身
板依然笔直，声音洪亮有力。

付玉枝的家可以用简陋来
描述，50 平方米的房间里，除
了一台旧电脑、一台老式彩电，
再也找不到其他像样的东西

了。两室一厅的房间，仅有一
间卧室铺了黄色的地板革，小
小的客厅和另一个房间都是水
泥地面。书柜里除了书籍，剩
下的空间塞满了各类证书、奖
章，墙上挂满了锦旗，有她个人
获得的，也有志愿团获得的。

调兵山市委宣传部的一位
同志告诉记者：“别看付玉枝家
这么简陋，但自 1962年参加工
作至今，她一直在资助贫困学
生。她家这些年捐出去的钱够
买一栋别墅了。”

祖孙三代携手志愿服务传递大爱
本报记者 姜义双 文并摄

1943 年，付玉枝出生在沈阳市
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母亲一共生了 11 个孩子，只
有5个活下来。”在付玉枝童年的记
忆里，饥饿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尽管自己家有时都揭不开锅，
但遇到有上门讨饭的，付玉枝的母
亲宁可自家人饿肚子，也把讨饭的
让进屋，吃饱了再走。

“我妈妈一辈子做好事，邻里有
生小孩的，她就做好小衣服送过
去。”回忆起母亲，付玉枝眼里满是
敬佩和自豪。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
放学时下大雨，付玉枝就把雨伞借
给了同学，自己淋着雨跑回家里。

“一路上我都担心妈妈会不会
说我，没想到妈妈却表扬了我，说我
做得对。”

新中国成立后，付玉枝的母亲
在居委会工作，父亲在煤场上班，母
亲没有工资，一家7口人的生计，就
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支撑。

虽然贫穷，但母亲把最可贵的
善良品格根植在了孩子们幼小的心
灵里，成为他们一生的财富。

从小学起，付玉枝就乐意帮

助别人。
“每天一到教室，我就留意看

谁没来上课，自己也特别用心听
讲，等放学后就去给人补课。”付
玉枝说。

1962 年，从幼儿师范学校毕业
的付玉枝被分配到法库县三面船镇
团山子小学，任三年级班主任。第
一天上课，付玉枝就遇到了难题，班
里42个学生，只来了12个。

一下课，付玉枝就急忙到学生
家中走访。

“家里没钱，不上了。”“家里喂
猪喂鸡缺人手。”“弟妹都小，需要人
来照看。”……

面对家长们的回答，付玉枝费
尽口舌去 劝 说 ，但 都 无 济 于 事 。
直到最后她对家长说：“只要让孩
子回学校念书，孩子的书本费我来
负责。”

孩子们陆续回到了学校，每月
工资只有 30 元的付玉枝，仅留下 5
元作为生活费，余下的都用于资助
贫困学生了。

面对一些人的不理解，付玉枝
说：“舍去物质，得到的是精神财富，
这是用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每月仅留5元工资作生活费

1963 年 3 月，经团山子小学校
长介绍，付玉枝与同校教师曲以正
结为连理，开始了同甘共苦的生活，
直到 2012年 10月 16日曲以正因病
离世前，他始终坚定支持付玉枝奉献
爱心。近50年间，夫妻俩省吃俭用，
每个月拿出一个人的工资资助贫困
老人和学生。为了筹集更多的资助
金，他们甚至捡破烂儿、糊纸盒。

有一个月，由于需要资助的人
太多，夫妻俩的工资都捐了出去，只
好把零钱罐里的硬币拿出来买挂面
和咸菜凑合度日。

“老曲和我一样都是苦出身，他
父亲去世早，他是和妈妈要饭来到
辽宁的。上学时，老曲就是班级干
部，工作后，又是先进工作者，1965
年就入了党，是老党员。”在付玉枝
满含深情的回忆中，对丈夫既有不
尽的眷恋，又有深深的自豪。

“我们上学时都享受国家助学
金，可以说没有党和国家的培养，就
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愿
意把自己的一切都回报给党和国

家。”基于共同的信念，工作之余，付
玉枝和曲以正主动扛起了更多的社
会责任，并定下了“助人为乐，无私
奉献”的家训。

2003 年，已从铁岭工程技术学
校（2006 年升格为技师学院，定名
为辽北技师学院）退休的付玉枝、曲
以正和12岁的孙子曲洋商量，准备
成立一个志愿者组织，以聚集更多
的人奉献爱心。给这个组织起个什
么名字呢？三人合计：“咱们成立组
织的目的是为老百姓服务，要服务
好就必须和百姓心贴心，咱这个组
织，就叫心连心志愿团吧。”

名字确定下来后，2003 年 3 月
1 日，调兵山市心连心志愿团正式
成立，成员只有付玉枝、曲以正、曲
洋三个人。不久后，付玉枝、曲以
正的两个儿子、儿媳妇都成了志愿
团成员。

大儿媳朱永红每年都出资买毛
巾、肥皂给矿工送温暖，有时看到婆
婆愁眉苦脸，就猜到婆婆又把工资
都捐出去手里没钱了。每当这时

候，她就会找借口给婆婆送一些钱
去。有人不解地问朱永红，“你把
钱给婆婆，可她把钱都给了别人，
图个啥？”朱永红总是笑呵呵地回
答：“图啥？就图婆婆高兴，婆婆帮
助的人，都是需要帮助的人。”

小儿媳陈立新从集体企业下岗
后，就在市场上卖馒头。虽然每卖
一个馒头只有几分钱的利润，但每
年端午节，她都和婆婆包上千个粽
子送到空巢老人家里。平日里有点
空闲时间，她还去帮助空巢老人做
家务。

受家风的影响，付玉枝的孙女
曲娉婷、孙子曲洋的媳妇也都加入
了志愿团。

2015 年，付玉枝被中国老龄事
业发展基金会评为全国优秀敬老
志愿者；2017 年和 2018 年，付玉枝
家庭先后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全
国五好家庭；2020 年，小儿子曲建
永家被评为辽宁省文明家庭，大儿
子曲建军家被评为调兵山市文明
家庭。

成立心连心志愿团

付玉枝的行动带动了家人，也带
动了周围很多人。辽宁铁法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有7个志愿服务队，其中6
个是在她的带动下成立或从她的队
伍中分出去的，都听她的“号令”。

付玉枝经常对队员们说，“奉献
爱心对我们来说是举手之劳，但对于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爱心就是他们活
下去的希望。”

2013年，辽宁铁法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召开志愿者表彰大会，付玉枝发
言时，向与会的1200多人公开了自己

的联系电话，“谁想当志愿者就找我，
谁家有困难就打我的电话。”

一天，有人打电话给付玉枝，说
自家的孩子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学
习成绩很差，不知该怎么办？付玉枝
此后多次登门劝导，终于让这个孩子
重新开始了正常的生活学习。

在随后的日子里，付玉枝就和老
伴经常去网吧劝上网打游戏的学生。
时间长了，学生们躲着他们，网吧老板
恨他们耽误生意，她家的门经常被砸，
门锁被塞上火柴杆，报箱也被砸坏。

但夫妻俩并不气馁，还动员更多的志
愿者一起做学生和网吧老板的工作。
在他们的努力下，先后有200多名未成
年人告别网吧。如今，不少后来考上
大学的学生，假期里特意赶来看望付
玉枝，感谢她当年的劝阻。

经过18年的发展，现在调兵山市
心连心志愿团已经发展壮大到 6000
多人，从植树、捐款、戒毒戒烟、清理
白色垃圾到宣传雷锋精神、给孤寡老
人送温暖、帮助贫困学生重返校园等
公益活动里，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

他们就像一支支火把，点燃了爱和善
良的火种，温暖着调兵山人的心。

据不完全统计，调兵山市心连心志
愿团成立以来，已
累计向社会捐款40
多万元，数百名空
巢 老 人 得 到 了 关
爱，10 名大病患者
重获新生，上千名
贫困学生重返课堂，
400多个困难家庭燃
起了生活的希望。

从3人发展壮大到6000多人

今年78岁的付玉枝是辽北技师学院退
休教师，自1962年参加工作至今，一直把
助人当作快乐，把行善当作本分，尽己所能
资助贫困学生。2003年，她组建了调兵山

市心连心志愿团并担任团长，在她的带动下，志愿团
从最初3人发展到今天的6000多人，她的老伴、儿子
儿媳及孙子孙媳、孙女也都加入了志愿服务行列。付
玉枝一家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全国五好家庭。

核心
提示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付玉枝手捧家庭荣誉证书拍照留念。

付玉枝（中）与部分家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