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年为4.3万人次减免40多万元
乡村剃头匠

对话丁毅

102021.9.17 星期五 编辑 吴天奇 美编 王晨同辽宁新闻 微信：lswbwx

严格来说，他甚至都不算理发师，也就是个
剃头匠。然而，就是他这个普通的剃头匠，在一
间十几平方米的铺子里，从 17岁开始剃头到现
在 40 年，给残疾人、老人和特殊人群减免费用
43000多人次，减免费用总额超过40万元。

他，就是本溪桓仁木盂子村剃头匠丁毅。
丁毅的剃头铺子在桓仁木盂子村街上已经

存在了40年。
铺子不大，在街头的角落处，呈外宽里窄的

不规则形状，只有十几平方米，甚至都没有一个
正规的名字。

然而这个铺子在当地却是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残疾人剪头不要钱，老年人剪头少收钱，
定期还免费去给养老院的老人剪头……退休老
人韩玉伟说：“作为服务行业，丁毅是做到家了，
不愧为党员，真够格！”

一次学雷锋
成了他一生的坚守

丁毅告诉记者，自己是跟父亲学的剃头的
手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这里开了间剃
头铺。最开始是板房，后来才盖的砖房。”

那一年，丁毅刚刚 17岁。他说，“那个时候
木盂子还是镇，这也是镇上第一家剃头铺。最
开始就是个谋生的手段，也没想太多。”

丁毅告诉记者，是当时镇上的工商所长带自
己走上学雷锋这条路的，“每年3月不是学雷锋月
嘛，他就找我们这些业户学雷锋，就是看自己能
干啥，然后出点义工。我是到养老院去给养员义
务剃头，我寻思给这些老人做点贡献可也行。”

从那以后，木盂子养老院养员剃头的活就
被丁毅免费承包了。每隔一个多月，丁毅就带
着剃头的家什、骑着自行车去给养员义务剃
头。剃头铺子离养老院有3公里远，路不是很好
走，但是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丁毅从
没间断过，“不去不得劲，总觉得有事没干。”

养老院平时没啥人去，丁毅一去就会很热
闹，养员轮流洗头、剃头，像过节一样。丁毅总
是一边给老人理发，一边和老人唠家常，就像是
对自己的亲人。有些养员患病，生活不能自理，
经常把屎尿弄得到处都是，宿舍里有异味，丁毅
从不嫌弃。有的养员年纪大了，有时会像小孩
子一样闹情绪，丁毅总是笑脸相待。

有一次，一名养员因为有人插队，气得把自
己关进屋里，说什么也不出来。丁毅进屋开导
老人，给老人讲笑话，哄着老人说：“这事都怨
我，我以后一定注意，您就给我个面子，别生气
了好不？”老人听着笑话，又看丁毅这么诚恳地
道歉，脸色缓和下来，丁毅赶紧把他扶起来，笑
呵呵地给老人剃了头。

30 多年过去，养老院的院长换了好几茬，
“最开始的养员现在也只剩下俩了”，可丁毅这
个不挣钱的剃头匠还在坚持着每个月去养老院
给养员剃头，他说：“这么多年，养员们已经把我
当成了亲人，给他们理发也是我的义务。”

写上了就是承诺
男人吐口唾沫都得是钉

养老院一个月才去一次，丁毅又琢磨着平
时自己还能做点啥。

“差不多就是我刚成家的时候，就给自己定
了规矩，残疾人剃头不要钱，老年人少收钱，比
如说 3块钱的时候我就收 2块，5块钱的时候就
收3块，现在剃个头10块钱，就收5块。”

丁毅的这个规矩可不只是面对当地的乡
亲，而是面向所有人。他说，有一回，外市到桓
仁旅游的残疾人来剃头，“剪完后，我跟他说不
要钱，对方愣了，说‘我不是本地的’，我说‘我知
道你不是本地的，我这写的是残疾人不要钱，不
是本地残疾人不要钱，只要你是残疾人，我这就
不收钱。’”丁毅说，其实自己就是单纯地想表达
对老人、对残疾人、对社会的一份善意，“咱们家
也有老人，谁给咱做点善事，咱心里也得劲。”

而之所以说他是剃头匠，是因为他不光剃头，
还管刮脸、掏耳朵、剪鼻毛，这些都是免费服务。

丁毅还推出了上门服务，周边十里八村剃
头困难的都找到了他：老人有病瘫痪在床的，残
疾人行动不便出不了门的……只要一个电话约
好时间，丁毅就关了铺子上门去剃头，“夏天骑
车、冬天打车，近的千八百米，最远的暖河子，就
得10多里路。”

而且，上门剃头也不是那么简单，遇到坐不
起来的人，丁毅就得随弯就弯，哈着腰、低着头，
一会就是一身汗。丁毅说自己原来有4个瘫痪
在床的“客户”，现在还剩俩了。

像木盂子村的小刘，是一位智残患者，平时

头发就又脏又乱，剃头时还不配合，每次剃头丁
毅都像哄小孩似的哄着。

“剃他一个都赶上正常两三个了”，还不收
钱。孩子母亲过意不去，买了袋饼干送给丁毅，
让他中午饿了吃。丁毅却把饼干塞到孩子的口
袋里：“你的心意我领了，还是给孩子吃吧。”

在丁毅的剃头铺子里，有一块不大的价格
牌，上面注有“老年人半价、残疾人免费”的字
样。丁毅说，现在一般剃个头10元，老年人收5
元，过去价格低的时候就是相对少收几元钱，但

“只要是答应了的事，就得做到。男人嘛，吐口
唾沫就得是颗钉。”

实在人 实实在在地付出

初见丁毅的时候，他正在给人剃头，个子不
高、体型偏瘦，看上去很平常，是那种扔到人群
里绝对不起眼的那种。

但是他这么些年来的所作所为，却让木盂
子周边的每一个人都对他竖起大拇指。

已经退休的韩玉伟告诉记者，丁毅为人特
别随和，待谁都热乎，“要不我们这些老头都愿
意到他这铺子坐着呢，说话唠嗑都能唠到一起，
冬天生炉子那才暖和呢！有的人每次来都坐一
个地方，时间长了都成了‘专座’了。”

提起丁毅剃头不收钱这事，韩玉伟说，其实
丁毅不只是残疾人不收钱，哪个困难的人家来
了，他都是少收或不收。“你知道，他这个铺子主
要面对的就是中老年人，也不做什么发型，年轻
人几乎就没有到这来的，完事老年人他还半
价。”

韩玉伟告诉记者，有个姓李的精神上有点
毛病，“多说两天就来刮一次脸，都是免费，每
次丁毅都热情接待。”宫春贵老人说，丁毅这个
人真的是没得说，“残疾、困难的不要钱，老年
人半价，病残的还上门服务，每个月还到养老
院去，白剪。虽然他没做什么大事，但就像雷
锋一样，把这事做到家了。这个人不愧是党
员，够格！”

“是啊！他为人好，服务也周到，剃完头还
给修面、剪鼻毛、抠耳朵，让人感觉特别舒坦。”

“自从我的腿坏了之后，小丁就再也没收过我的
钱。像我这样，得到小丁帮助的老人可不少，我
们都感谢他啊！”铺子里闲坐的老人们也都打开
了话匣子。

多想着点大伙总是好的

丁毅家里现在是四世同堂，其乐融融。干
了几乎一辈子剃头匠的他早已经习惯了与世无
争，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多想着点大伙总是好
的。”至于多挣点少挣点，他的想法也很简单：

“收他们的钱，心里不舒服。”丁毅告诉记者，现在
自己一天能接待二十几人，收入七八十元，“几乎
每天都有残疾人、条件不好的，就不收钱。像昨天
就接待了4个残疾人。”

有人就此给丁毅算了一笔账，剃了40年头，
能有43000多人次享受到他减免费，总额得达到
40多万元。

丁毅自己倒是不在乎，“这个数是他们推算
出来的，我从来没记过这些。”

他说：“有的人能力大，可以为社会多做贡
献，我能力有限，但也可以靠这门手艺，帮助有
困难的人。虽然少收了点钱，可是心里踏实。”

辽沈晚报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文并摄

30多年来，丁毅不仅乐于助人，而且拾金不昧。
前几年，有一个外地顾客到店剃头，出门时

把刚买的驴肉忘在了店里。丁毅发现后便开始
寻找失主。他询问来过的每一个人，问他们是
不是落下了驴肉。几经辗转，丁毅终于找到了
这个顾客的联系方式。

可是电话打通时，这名外地顾客已经在回
家的路上了。丁毅考虑往返路程太远，就把驴
肉放在冰箱里冻起来，找机会托人专程把肉捎
回去了。那位顾客再来桓仁的时候，专门登门
致谢，握着丁毅的手说：“你真是个实诚人，不贪
小便宜，是个好人啊！”

丁毅说，顾客落店里手机、手表的，新买的
鞋帽、货物的，都有。反正不管是什么，总要物
归原主。

普通的剃头匠，从
17 岁开始剃头到现在
40年，给残疾人、老人
和特殊人群减免费用
43000多人次，减免费
用总额超过40万元。

他 就 是 本 溪 桓
仁木盂子村剃头匠
丁毅。

总要物归原主

丁毅在给客人剃头，虽然收费不高，有时半价或是免费，但每一次、每个人他都剃得很认真。

丁毅剃头铺子里的价目表，虽然简陋但却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