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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捐出第一笔收入的张桂梅，
用爱心捐款帮助着身边的人，因此入
选锦州市 2018 年度全市学雷锋志愿
服务“五个最佳”中的最佳志愿者。
获了奖、上了报纸的张桂梅却没觉得
自己有啥改变，“说不上是坚持，而是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上班第一件事
向捐款箱投钱

4月13日早上8点多，张桂梅像以
往一样来到店里，员工赶紧“汇报”今
天的第一笔收入。因为店面紧邻公园
和早市，为了方便逛早市和锻炼的市
民，张桂梅的小店一般不到8点就开始
营业了。早班员工说第一笔收入是促
销的羊奶皂，但因为购买者是用手机
付款没用现金，钱还没有投进收银台
边的爱心箱。张桂梅并没有多问，而
是习惯性地问问店里的情况，一边打
开钱包拿出20元钱投进捐款箱。

捐款箱白天就放在收银台边，顾客
付款时都会看见，有的人就会好奇地询
问，张桂梅会仔细地讲解爱心款的用
途，但从不提自己每天捐钱的举动。

店里的一位老年顾客王成德看
到爱心箱后，仔仔细细地问了捐的钱
给谁？怎么用？问明白后老人也在
捐款箱内放进了爱心款，还不时对新
来的顾客夸奖店员。“感觉他们特别
有爱心，为贫困人群献爱心，受他们
的感染我也捐点。”

热心社区里的事儿
她把居民看成家人

2017 年 5 月份，张桂梅的小店还
在装修时，她就联系上了所在的东二
社区，希望能做些公益性的资助。在
社区的联系下，她先后在开业和春节
时，给五户困难家庭提供了帮助。

其中一户困难家庭陈先生因听力
残疾，一直和年迈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家中还有个上初中的儿子。孩子的爷
爷脑血栓后遗症离不开人照顾，孩子
奶奶已经无暇再照顾不会写字、不会
手语的儿子了。当时老两口的退休金
除了生活和买药外，能接济给他这个
小家的已经没有多少了，孩子也因为
家里的状况心里有负担辍学在家。

一家人生活捉襟见肘，社区的帮
助和张桂梅的1000元现金资助和送去
的生活用品，让陈先生感动不已，不会

说话的他让母亲“翻译”他的感谢给社
区的人和张桂梅听。现在在社区的帮
助和劝导下，陈先生的儿子去学习面
点，一家人又重燃生活信心。

张桂梅说她一直侧面关心着她
帮助过的家庭，没有过多的联系是怕
对方心里有负担，“我捐款不是为了
名声，我是真的想帮助我身边的人。
我在东二社区这边开店，东二社区就
是我的家，只要我有能力，我就有责
任让自己的家人生活得更好。”

她获得学雷锋
“最佳志愿者”称号

东二社区最先接待张桂梅的就
是书记温颖，她也和张桂梅接触得最
多，在她的眼中，张桂梅性格直爽，办
事利索有爱心。

社区有困难户她捐款、运动会买
奖品和道具、春节走访低保户……

“三城联创”时，需要社区内的驻街单
位也参与进来，对商家来说参与劳
动，在时间和人力上都不好协调，社
区就联系一些商家希望可以做些禁
烟标志和垃圾桶上的垃圾分类贴纸，
但是联系了很多家都没有人响应。

温颖找到张桂梅时，问能不能参
与进来，“她立马同意，说把最困难的
任务交给她。”温颖说最后张桂梅出
资 3600元在胜昔路一条街做了 20多
个“三城联创”宣传旗。

因为张桂梅从来都热心社区的事
儿，温颖说有时候都不太好意思总去

找她，“我觉得张姐做的事儿都是大
爱，尤其是能坚持做就更不容易了。”

在社区的报送下，张桂梅在3月5
日全市召开的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
推进会上，获得了2018年度全市学雷
锋志愿服务“五个最佳”中的最佳志
愿者称号。

爱心让她和店员
都有了更大收获

张桂梅说自己积累爱心款，为所
在社区捐钱捐物，店员们看在眼中也
有了很大的变化，“就感觉咱家的店
员对顾客特别有感情。”

去年夏天，一名80多岁的老人在
店前的马路上突然晕倒，一位路过的
男士还在犹豫要不要扶，只是站在边
上看着，隔着玻璃门看见的员工们毫
不顾忌地出去，有人打电话，有人搬
凳子扶老人坐下。

第一个冲出去的王剑说，他跑过
去时看见老人的胳膊肘和脸上都有
摔伤，赶紧买了创可贴。联系上老人
儿子后，因为对方一时走不开，加上
老人已经清醒过来，他自掏腰包打车
送老人回了家。老人在路上一直不
断的夸奖他，老人的儿子事后也打电
话约他要请他吃饭。

王剑说其实大家都没想过“扶
不扶”的问题，“谁家都有老人，平时
在店里也接触过挺多老年人，都觉
得挺亲切的。”在以前也喜欢献爱心
的王剑心里，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还能碰到一样有爱心的同事，特别
的幸运，“大家一条心，也更有归属
感了。”

在张桂梅的带动下，有老人将钱
包忘在了店里后，自己都不记得是丢
在哪了，店员们就通过对方的穿着长
相挨个问社区和来的顾客，最终找到
失主。小店的门上还贴着醒目的“环
卫工人爱心休息站”的牌子，除了可以
休息外，还提供热水、洗手间和手机
充电。员工们做一次次有爱心的事儿
中，也理解了张桂梅的想法。“这个店
不是单纯的做买卖挣钱，要做对社会
有意义的事儿，做受人尊重的店家。”

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发现爱心散播爱心

获了奖，也被媒体报道过的张桂

梅觉得自己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
儿，因此到现在爱人和孩子还不知道
她的事儿。

她说开始时还没赚钱就捐赠，有
点透支，怕给家人造成困扰也就没提
起过。后来小店慢慢有了盈利，自己
的爱心款也是在能力范围一点点积
累起来的，对家庭生活没造成负担也
没有影响，也就没再故意提及。“每天
积累爱心款，挺有干劲儿的，心情也
好，就是量力而行。”

因为女儿还在上学，平时课业也
比较忙，她正考虑在孩子假期的时
候，如果有到偏远山区的捐资助学活
动，她就带着女儿一起去。让孩子也
能感受到她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爱心、
散播爱心的快乐。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锦州特
约记者 张墨寒

温暖2019·我是辽宁人

每天的第一笔收入全都捐出去
给需要帮助的人，而且能一直坚持下
去，张桂梅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做出的
举动令人感动，传递的正能量能让更
多人感到温暖。这也是雷锋精神的
再现，她虽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
事情，但在她生活中做出的这些小事
情更能让人感动。

张桂梅一直在坚持做好事，也想
一直坚持下去，这更加印证了那句
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
一辈子做好事。”张桂梅的坚持更是

难能可贵的。她的这种无私奉献，从
小事情看到了大爱，她用她那颗善良
的心从身边小事做起，从关心关爱身
边人开始，践行着雷锋的精神。

当好人、做好事、存好心，这是张
桂梅从一个普通人散发出的光环，也
是正能量的传递。她的心里有爱，心
里有善，心里有美，所以她才能感动
更多的人。她也通过自己的实际行
动，让道德的光明照亮了整个城市，
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爱的奉献。

辽沈晚报 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鹏

《辽沈晚报》这篇报道虽然讲述的
是一个普通小人物的故事，但传递出
的正能量却是巨大的。主人公张桂梅
是一名个体经营者，虽然是小本生意，
而且还是借钱开的店，但每天她都会
将第一笔收入，放进收银台前设置的
爱心箱内，无论是十元还是百元。

从两年前小店开业到现在，张桂
梅就这样默默地坚持着这样一件小
事。张桂梅的善是发自内心的，因此
也融入到了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
她关爱老人，小店内的部分商品对60
岁以上老年人优惠。她还在店门上
贴上纸条，邀请环卫工人进店遮风避
雨，免费提供热水。

对张桂梅而言，一件件小的善举
早已成为了一种习惯。对社会而言，
她的善举则是能融化人与人之间冷漠
的火种，是能够抵御负能量的正能量。

社会是由人与人形成的关系总
和，人生活在群体中，能量是相互传

递的，传递给他人的是善，从周围人
身上收获的自然也是正能量。

就像歌词中所唱的，“只要人人都
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张桂梅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是从
主观上主动要去做这样的善事，没有
人要求她，而且她的想法很简单，就
是希望自己能与周围的人建立起善
意的互动，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这样朴素的想法和朴素的行动，
她已经默默地坚持了两年。就这个人
这件事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她捐了多
少善款，而是她每天饱含善良的坚持。

我们都知道“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的道理，但现实生
活中真正做到这两点的人并不多。
所以需要社会去宣传张桂梅这样的
小人物的善举，让人们看到，并不是
轰轰烈烈才是伟大，平凡小事也可以
影响他人，影响社会，传递正能量。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徐月娇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主任 徐祥运

积少成多
善举将汇聚成大江大河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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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 梁启东

道德的光明
照亮了这座城温暖了更多人

张桂梅的羊奶制品小店门口张贴着醒目的“环卫工人爱心休息站”提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锦州特约记者 张墨寒 摄

本报4月12日独家报道张桂梅的感人事迹。

本报独家报道《每天第一笔收入 她都捐出献爱心》引起强烈反响
辽宁文明网、《辽宁日报》、重庆党刊、《妇女》杂志等媒体对此追踪报道

本报记者再访锦州市学雷锋“最佳志愿者”张桂梅

张桂梅 雷锋精神的践行者
顾客受感动接力捐款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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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第一笔收入，无论是
十元还是百元，她都会习惯性地
投进收银台边上的爱心箱。从张
桂梅的羊奶制品店开业至今，这
个习惯她已经坚持了两年。

积少成多汇集的爱心款，她
资助给困难户和偏远山区的贫困
小学，小店不仅为老人提供专属
优惠，也是环卫工人落脚、接水的
爱心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