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版
2024年3月26日 星期二

责编 张丽 E—mail:anqingwb@126.com时评

读罢新闻，不禁暖意盈怀。储
德素，这个普通人的善举，让人心
暖，也让人心疼。

心暖的是，他靠着在农村收购
废品，16 年里，将收废品赚取的
微薄利润，一点一点地攒起，少则
百元、多则千元，捐向贫困地区。
期间，现存的捐款单可以铺满一整
张八仙桌，这还不包括那些遗失在
时间里的再也找不着的捐款单。这
些捐款单不仅仅是他每次捐款的记
录，更是他善行的证明与表达。作
为一名普通人，可以说，储德素是
社会道德的代表，他的身上集中了
基层百姓最质朴的闪光，有着人性
的温暖。

“我吃过百家饭，最看不得别
人受苦”，朴素的言语，向我们展
示了他内心的情怀，而这也是他行
善的动因。如果有人一定要追问储
德素 16 年坚持行善的动机，那么
这就是最好的回答。

不得不承认他的这种动机没
有丝毫的功利，其中只有单纯的
良心。从中我们也窥视到了他是
个懂得感恩的人，因为他“吃过
百家饭”，也曾受惠于他人的帮
助，因此那种民间善良的基因在
他的身上得以延续与伸展。“吃过
百家饭”是社会道德在他身上种
下的善良种子，故而才有了他

“最看不得别人受苦”的同理感。
而也正是这种同理感，让他一行
善就是16年。

让人心疼的是，他生活朴素，
坚持行善 16 年，家中的新房成旧
房，家具是收来的废品旧物利用，
穿的衣十多年一身旧行头，吃的是
粗茶淡饭，一个菜就能打发一顿
饭。某种程度上他的行善是以对自
己生活的苛刻来完成的。以至于县
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地劝
他少捐一点，但他每次却总是以自
己能养活自己来回答。可他这种养

活自己，充其量是一种最低的生存
需求。

储德素不富裕，但却心怀善
良，让人敬佩。而放眼望去，我们
社会上其实像储德素这样心怀善良
的人有着许许多多。如前不久望江
县一群村民冒险跳入寒冷的水中，
成功救起三个人的故事就是其中一
例。他们的善良之举构筑起了社会
道德大厦的基石，让人心怀敬意与
感动。

善良之举 构筑坚实的道德基石
未一平

67岁的储德素是岳

西县温泉镇牌坊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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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废品赚取的微薄差价，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岳

西县红十字会“报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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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贫困地区捐款，16年

如一日、从未间断。

（《安庆晚报》3月18日）

拾荒老人储德素，一个平凡人，
却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是一
种力量，一种可以为社会注入温度
的力量。16 年来，他默默地行善，
捐出自己微薄的积蓄，为贫困地区
的孩子送去温暖与希望，他的善举
让人感动，也引发了我们对于社会
责任与公益行为的深思。

现实社会中，人们往往将物质
利益置于首位，而储德素却选择了
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并非富
裕，但他的心灵却是丰富充盈的。
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难，他没有因此
而沮丧，反而更加坚定地走上了行
善之路。他说：“我吃过百家饭，最
看不得别人受苦。”这句简单而又
真挚的话语，彰显了他对于苦难的
理解与同情心，也凸显了他的善良
本性。

储德素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

个普通人所能拥有的力量，也呼唤
着社会的关注与反思。我们是否应
该停下来，去思考一下自己对于社
会的责任与担当？我们是否应该像
储德素一样，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
身边的世界，去关爱那些需要帮助
的人群？社会不缺少资源，缺少的
是像储德素这样的善良之心，缺少
的是一种奉献精神。如果每个人都
能像储德素一样，用自己微薄的力
量去帮助他人，那么这个世界将会
变得更加美好。

储德素的故事告诉我们，行善
并不需要等到自己富有了才去做，
而是应该从现在开始，用自己力所
能及的方式去做，哪怕只是微不足
道的一点点。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微
小，但当我们把所有微小的力量汇
聚在一起，就能创造出巨大的能量，
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让我们向储

德素学习，用行动去诠释什么是真
正的善良与奉献，让这种精神传承
下去，让社会充满爱与温暖。

一个人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
辈子做好事，十多年如一日坚持做
慈善更是难上加难。储德素用行动
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在
于对他人的帮助，在于对社会的贡
献。在一个社会中，政府、企业和个
人都应当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一个人践行社会责任可以有很多形
式，做慈善是践行社会责任，做志愿
者是践行社会责任，做一件微小的
好事也是践行社会责任。

持续16年的慈善，闪耀着人性
最美的光辉。让社会充满爱与温
暖，需要我们每个人“添柴加薪”。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盏明灯，用
光和热温暖他人，温润社会，为他人
照亮前行的路程。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盏明灯
孙维国

记者从市森防办获悉，3月13
日至4月15日，我市将组织4个督
查组开展“清明”期间森林防灭火专
项督查。

（3月13日《安庆晚报》）
剖析一起起森林火灾，人为

因素占了较大的比例。正所谓
“枝繁叶茂一百年，化为灰烬一瞬
间”，稍有不慎，一个烟头、一粒火
星就可能引发一场灾难。安庆森
林覆盖率很高，防火安全弦必须
时时绷紧。

森 林 防 火 ，关 键 要 抓 牢“ 人
防”。一方面要管住入林人员，通过
形式多样的舆论宣传和案例教育，
让防火意识深入人心，切实履行山
林远足、野外郊游的防火责任，坚决
杜绝野外火源、各类火种进入山区、
林区，从源头上降低火灾风险；另一
方面要管好值守人员，层层压实“林
长制”和护林员岗位包保责任制，织
密“山有人管、林有人护、责有人担”
的网格化体系，把责任压实到最小
单元和“神经末梢”，把牢每一个关
口，守住每一个卡口。

森 林 防 火 ，关 键 要 抓 牢“ 物
防”。既要抓好防火隔离带、移动消
防蓄水池等基础建设，也要储备风
力灭火机、高压消防泵等重要物资，
还要推动防火检查站、火种寄存点
和防火码、防火警示牌设置，为森林
防火提供坚固的装备补给和物资供
给。在此基础上，要锻造一支“有急
必应、有急能应、有急善应”的森林
防火突击队，积极开展消防演练、应
急备勤，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
上、打得赢。

森 林 防 火 ，关 键 要 抓 牢“ 技
防”。在安庆，卫星遥感、无人机巡
护、红外探测火点等已经被广泛应
用，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要总结已
经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充分利用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
给森林防火插上“智慧”的翅膀，进
一步加大巡护力度和密度，提高防
范精准度和颗粒度，有效解决森林
消防中“看不清、听不到、触摸不了”
等痛点难点。

“坚持以防为主、防灾抗灾救
灾相结合，全面提升综合防灾能
力，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
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萦绕
耳畔。突出“人防+物防+技防”，
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把各项防火
措施落细落小，彻底堵死森林防火
的漏洞、盲区和死角，才能防患于
未“燃”。

筑牢森林“防火墙”
要精准施策

徐剑锋

储德素这些年的捐款收据。 通讯员 吴均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