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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晚，“感动海南 2015 年度人
物”颁奖典礼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一位
身材瘦小且佝偻、头发蓬乱且苍白的七旬
老人趿拉着拖鞋，缓步走上颁奖台。

台下的人们对这位老人报以持久的
热烈掌声。颁奖词中这样评价他，“一根
竹竿，力挽狂澜⋯⋯你守着你眷恋的河，
让每个人快乐回家！义，是你心里无悔的
偏执。善，是你从来不言的深情”。

这位老人名叫魏文贤，从小就生长在
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边。10 多年来，他
用一根竹竿救起了上百位落水者。

1 月 18 日，《经济日报》记者在魏文贤
的“工作”地点——万泉河嘉积镇水电站
大坝旁见到了他，他用不流利的普通话
说：“都是小事情，举手之劳，不值得说。”

每天坚守“岗位”15小时

每天早晨，魏文贤扒拉几口稀饭后，
就带着他的竹竿“工作”去了。

他的“工作”地点——万泉河嘉积镇
水电站大坝周边，是当地人和游客赏景、
消暑的地方。尽管这里有着约六七处醒
目的“水深危险”“禁止游泳”等警示标语，
还是有很多人下河游泳，甚至在三九天里
也如此。

“水很急，别太靠近水，千万别游泳！”
每当看到有人靠近河岸，他就会先用海南
话大声提醒，然后再用蹩脚的普通话重复
一遍。

当然，有些人并不理会他的忠告，有
些人则会意地朝他笑笑。不管怎样，视
力、听力都已下降的魏文贤始终保持警
惕，环视水面，时刻准备行动。“就一个字，

‘快’！我记得 2010 年的时候，有个人溺
水，我们要是慢半分钟，他就没命了。”魏
文贤说。

2010 年夏天，一位年轻人游泳时被
大坝发电闸门的吸力吸住，魏文贤急忙跑
过去，抓住年轻人。“年轻人是刮着大坝边
缘被拉上来的，再迟一会，他就会体力不
支被吸进去。”魏文贤说。

吃罢晚饭，魏文贤又回到“岗位”，卷
一床草席睡在大坝边。每天花上近 15 个
小时，守在河边为游泳者作安全提示，魏
文贤已坚持了 10多年。

一根竹竿救下百余性命

不仅仅提醒游泳者注意安全，魏文贤
守在河边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救人。
10 多年里，体重不足 90 斤的他救过上百
位落水者。

魏文贤以前是位渔夫，在万泉河上摇
了一辈子的橹，打了一辈子的鱼，也见过
许多发生在这条河里的惨剧。

“淹死在河里，太令人痛心了！”老了
的魏文贤不再摇船捕鱼，而是在万泉河大
坝边拉网养鱼，空闲时就来到大坝边，劝
人、救人。

“看到有人有危险，我就把竹竿伸过

去，让他抓住再拉上来。我老了，没力气
了。”60 多岁时还能下河救人的魏文贤摇
头感叹自己不中用了。他今年已经 76
岁，手臂瘦削，由于水流湍急、波涛汹涌，
要及时挽救落水者，他只能用竹竿拉了。

“开始我也不知道哥哥守在河边救
人，被救的人上门来感谢了我才知道实
情。只要不是刮风下雨，入夏后他几乎每
天都在河边守着救人。”魏文贤的弟弟魏
文庄告诉记者，没受任何单位、任何人委
托，不拿一分钱，这份“工作”，魏文贤坚持
了 10多年。

“我就是不想看到后生仔们溺水，不
想看到老人们失去孩子。”魏文贤说不出
大道理，只用最朴实的话语解释自己的

“工作”。

救了人心里舒坦

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他的善举，魏文贤
说他“只做，不说也不听”。“不听别人的评
价”，是魏文贤自己定的规矩。“因为有些
人会伤你的心，索性就不听。”魏文贤告诉
记者，有些被救者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
有，还有些人你提醒他小心一些，他还说
你多管闲事，所以，他不听别人的评价。

与那些冷漠的话语相比，魏文贤获得
更多的是尊重。

魏文贤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对遇险
夫妇。2014 年 5 月，魏文贤和往常一样
守在大坝上，突然，他看到一对 50 多岁的
夫妇被暗流吸住，不断被大坝水闸往里
吸。

魏文贤连拿竹竿的时间都没有，整个
身子趴在大坝上，张开双手，冲着这对夫
妇大喊“抓住”。千钧一发之际，两人抓住

了他的手。两个人的重量落到魏文贤手
上，他只感到手往下一挫，手腕磕在大坝
上，磕出了血。

顾不上痛，魏文贤不停地告诉自己：
不能放手。血慢慢从魏文贤的手腕处流
出来。急流中，他仍在拉扯着两条生命。
就这样，魏文贤坚持了 5 分钟，才在听到
呼救赶来的旁人的帮助下，把两人拉上
来。

“救命恩人，你在这里等我回来。”被
救者中的妻子原地“守”着魏文贤，丈夫开
车赶回住处，回来时拿了大包小包的东西
和一个红包。

魏文贤和往常一样选择了拒绝。这
时，这对夫妇扑通跪了下来，说：“您如果
不收下，我们就跪着不起来。”魏文贤只能
把东西收下，但红包坚决不要。“我哪里想
到那么多？就觉得又救了两个人，心里很
舒坦。”魏文贤说。

贫困不挡善心

从魏文贤的衣着和伙食上可以看出，
老人的家境并不富裕。一双拖鞋、一件背
心，冬天再加上一件破外套，就是魏文贤
日常的穿着。稀饭就着咸鱼，再加两口二
锅头，就是老人日常的餐食。一张席子铺
在哪里，哪里就是魏文贤的“家”。

其实魏文贤有家。他有一间简陋的
平房，是用政府补贴和弟弟的钱盖的，里
面住着与魏文贤相依为命的养子魏忠继。

1993 年，魏文贤听说琼海一家医院
有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他喜出望外，
将孩子领回家里。魏文贤买不起奶粉，只
能给孩子吃稀饭。“跟孩子在一起，从来不
觉得苦。”魏文贤说，他希望孩子再苦也要

做个好人，便给孩子起名“忠继”。
“他晚上也要住在大坝边上，有时我

叫他不要去，他也不听。”养子魏忠继说，
有时他会为此心酸落泪。

魏 忠 继 为 能 有 这 样 的 养 父 感 到 自
豪。他说，除了吃饭，父亲大部分时间都
在河边。父亲在河里撒了一个小网，每天
早上拉起来看看，有时候鱼多，能卖几十
块钱，有时候没有鱼，一分钱都挣不到。

“捕到鱼后，他拿到市场随便几块钱
卖掉，就赶紧回到河边当义务救生员。”
魏忠继说，父亲没什么爱好，就喜欢喝
口酒。每月 400 多元的低保金和养老补
助，外加些卖鱼钱，就是魏文贤的全部
收入。

魏文庄说，哥哥抓了鱼，总会给自己
家里送一些，还跟邻居们分享。“他对邻居
非常热心，谁叫他帮忙他都会去。他以前
帮人做红白事，有老人临终了，无论多晚
叫他去帮忙，他都不会拒绝。”

魏文贤没有手机，没有记过任何一个
被救者的姓名和电话，甚至，他连儿子的
电话也没记。他似乎与时代“格格不入”，
但他心里装着对儿子的爱、对陌生人的
爱、对生命的爱。

10多年来，魏文贤老人用一根竹竿救起了上百位落水者——

万泉河边的义务救生员
本报记者 何 伟

年过六旬的次巴是西藏那曲申扎县
买巴乡的聘用干部，从 2010 年起，他就
专注于一件事——带领所驻的买巴乡五
村村民脱贫致富。如今，在他的带领
下，买巴乡五村 10%的贫困人口实现了
脱贫。

建扶贫互助组织

位于羌塘草原深处的买巴乡五村平
均海拔 4500 米以上，是青藏高原上的传
统牧业村庄，村民们祖祖辈辈过着逐水
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因交通不便、收入
单一，五村的贫困人口是买巴乡最多
的，次巴一家就是五村的贫困家庭。看
着别人的日子越过越好，次巴心里很不
好受，一直寻思着怎么脱贫致富。

2010 年，次巴被任命为五村的驻村
干部，这增强了他带领乡亲脱贫的决
心。说干就干，次巴开始挨家挨户走访
贫 困 户 。“ 要 过 上 好 日 子 ， 必 须 靠 劳
动。”每到一家，次巴都向过惯懒散游牧
生活的乡亲们这样讲，嘴皮都要磨破了。

地处草原深处的五村该怎么脱贫？
次巴想，要改变乡亲们的观念，依靠集
体力量，组建扶贫组织。在广泛征求贫
困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次巴以自愿参加
的形式建立起一支扶贫互助组织。起
初，群众对组建扶贫组织疑虑很多，全
村 66 户仅有 15 户加入。可次巴毫不气
馁，仍然充满干劲和信心，“先让这 15
户过上好日子，其他村民看到也会加入
的”。有了组织，还得有章程、有管理才
能有效运作。五村扶贫互助组织成立了

以次巴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了脱贫
攻坚工作方案，明确了集体收入资金分
红、项目落实等五方面内容。

筹资金干起来

扶贫组织建立之初，如何筹措资金
成为最大的难题。

“这 15 户都是贫困户，没办法拿出
钱作为启动资金。”次巴说。他想到用牲
畜作为资本入股的方式，让每户出 2 只
羊，凑齐了启动资本。为有流动资金，
次巴到处奔波，筹措到 6000 元，这让他
激动得好几晚都没睡着，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带着大家干出点成绩。

有了资金，干什么？怎么干？次巴

想，头要开好、钱要用好。扶贫组织的
首个项目，就是用启动资金加政府补贴
购买了 2 辆拖拉机，不仅有效解决了运
输困难，还为实施其他项目打下基础。
次巴还带领大家组建了施工小队，承包
附近村庄的施工项目。看到村里摩托车
日益增多，次巴还带领群众组建摩托车
修理厂，交给培训过的贫困户轮流经
营，增加他们的收入。扶贫互助组织的
收益越来越好，其他贫困户纷纷主动加
入，成员增加到 35户。

靠项目结硕果

为让大家早日脱贫过上好日子，勤
奋努力的次巴积极奔走，赢得了更多支

持，为扶贫互助组织争取到一个个项目。
在次巴的努力争取下，申扎县扶贫

办为五村扶贫互助组织实施了借畜还畜
项目。采取“村支部+互助组织+贫困农
户”的经营模式，由村支部监督管理，
互助组织集体经营，贫困户分户受益，
户均年增收 3000余元。

次巴还积极争取县扶贫办的项目支
持，发展多种经营。他想方设法把这些项
目与扶贫技能培训相结合，让村民学习技
术、转移就业，为村里争取脱贫机会。五
村建起温室，解决吃菜难问题，还通过种
菜增加了贫困户的就业技能和收入。

2014 年，扶贫互助组织成立了手工
作坊，当年纯利润就达到 8 万元。县里
扶贫办还支持五村新建了扶贫商店，活
跃了乡村经济，方便了群众购物，培养
了群众的商品经济观念。随着项目的实
施，贫困户们的思想观念也在悄然发生
着变化。最让次巴欣喜和骄傲的是，原
来懒散的村民变得积极上进，也越来越
信任他，共同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信念更
坚定了。

在次巴和村民的努力下，扶贫互助
组织目前集体资金现金为 5.7 万元左右，
固定资产折算为 50 多万元。次巴的工作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在工作上，他爱岗
敬业、务实重干，每做一件事都要深入
到群众当中去，调查研究，吃透实情，
力求实事求是。同时，还注重学习与本
村发展有一定联系的科学文化知识，从
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与次巴共事多
年的买巴乡副乡长边巴多吉说。

西藏那曲申扎县买巴乡聘用干部次巴：

在羌塘草原深处扶贫
本报记者 代 玲

“追梦不是一场说走就
走的旅行，有梦想就要勇于
追求并坚持到底。”赵贵林
说。

赵贵林是山东品格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艺苑
传媒教育品牌创始人、山东
省日照市东港区社会组织发
展促进会会长。年仅 30 岁
的 赵 贵 林 ， 大 学 毕 业 5 年
后，就已成为一名成功的青
年企业家。这个从日照贫苦
农家走出的寒门子弟，身家
已达数千万。

2005 年，赵贵林考上
了大学，家人都很高兴，但
高昂的学费让这个贫寒农家
望 而 却 步 。 他 仍 记 得 ，
6000 元钱学费被母亲用布
裹了好几层，拿在手里沉甸
甸的。“我从小到大都没见
过那么多钱，这些钱大多是
母亲想尽办法东拼西凑来
的。”赵贵林说。

穷 人 的 孩 子 早 当 家 ，
赵贵林发誓要赚钱养活自
己。假期里，他学做豆腐
脑，和同学在镇上摆摊挣
点钱。摊摆下了，两人却
拉 不 下 脸 开 口 吆 喝 ，“ 推
让”了一番，还是赵贵林
厚着脸皮喊了一声：“卖豆
腐 脑 了 ！” 正 是 这 一 声 吆
喝，彻底打破了他心底的羞涩，也打开了交易的僵
局，不少人来买他的豆腐脑。一个暑假下来，赵贵
林赚了 4000 多元。

大学期间的社会实践，带给赵贵林不少创新的灵
感。做事不犹豫，想好就行动。2009 年毕业后，赵
贵林注册了一家教育咨询公司，筹划做一番事业，帮
助有传媒梦想的孩子学习摄影、摄像等技术。可启动
资金至少需要 50 多万元，这可愁坏了一个刚毕业的
大学生。不过在赵贵林看来，决定了的事情，咬牙也
要坚持到底。他东拼西凑，加上自己的积蓄，勉强支
撑起教育咨询公司以及传媒培训学校的运营。

赵贵林始终坚持教学质量不打折扣。在他眼中，
每个学员都是一个宝藏，只要勇于追求梦想，都有可
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因赵贵林的专心和专注，学校进入跨越式发展的
快车道，招生数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学员在这里
实现了梦想。

渐渐地，培训学校在全国有了一定的名气，赵贵
林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我喜欢做教育，能够
一步步做大，靠的是对梦想的追求，这也是一种情
怀。”赵贵林说。谈及自己的成功，他说主要归功于
六个字：敢想、敢做、坚持。只要想好了，便坚持到
底，即使失败了，也还有机会从头再来。

“不少年轻人总想着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其实追
梦首先要踏踏实实地从身边小事做起。一屋不扫，何
以扫天下呢？”赵贵林说。

事业做大后，不少人劝赵贵林不要把资金都投到
一处，要注意分散风险。对此，他不以为然，“做一
件事情就要做专做精，不能贪大求全，既然钟情于教
育，就要做到极致”。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赵贵林
回报社会之心也愈加迫切。他说：“我不想让一个
学生因为贫困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5 年来，他
共为 70 余名贫困生免除了学费，总金额达 50 余万
元。

去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
管理，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国家出台的这些政
策让赵贵林欣喜不已。他说，自己将会筹办一所全日
制民办教育学校，把短期培训和全日制教育结合起
来，让更多孩子尤其是农村贫困学生有机会学习各种
技术，不落伍于时代。

赵贵林公司的员工已超过 200人，他为每个职工
都办理了相关保险。他说，“我经常在深夜的梦中醒
来，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我干得好坏不仅关系
到自己的未来，还关系到数百个职工家庭和更多学员
的未来”。这样的责任和担当让他不能懈怠，而是努
力进取，扬帆远航。

把更多有梦想的孩子打造成为社会上可用之材，
对赵贵林来说是件再有意义不过的事情，如今赵贵林
正在这条路上奔跑着，越跑越远！

文/党欢荣

山东品格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贵林

：

让有梦的孩子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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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贵林（中）在公司会议上分享自己的追梦经历。

本报记者 郭存举摄

年过六旬的次巴依然精神抖擞

。
（资料图片

）

图① 万泉河畔，老人不时观察河面，时刻保持警惕。“救人

就一个字，‘快’！”魏文贤说。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图② 魏文贤平时会下网捕鱼，剩余时间全部用在救人上。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图③ 魏文贤老人。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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