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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梅清认真检查消防器材，确保设备万无一失

04 先进模范
2023年10月21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袁甲 版式设计 姚洁琼

82岁老奶奶攒下13万颗红豆
背后的故事很暖心

在山东省东营市，有一种温暖叫我在“晓凤义务理发室”理发，这种温暖源自晓凤义务理发室志愿服务队

队长———82岁的赵晓凤。

从1人到300多人，从1家店到18家“工作室”，她50多年坚持义务理发，用坏了上百把推剪，爱心行程累计达

16万公里；每次理完发，大家就会在瓶里丢一颗红豆。现在，一排排瓶子里，攒了超过13万颗。

帮大伙理发，一干就是50多年

1969年，赵晓凤跟随丈夫来到胜利九二三厂

（现胜利油田），插秧、干农活，繁重体力劳动之

余，她看到石油工人生活条件艰苦，头发长了没

地方修剪，便自告奋勇利用午休时间在田埂上帮
大伙理发。这一干，便是50多年。

一把剪刀、一把梳子、一把推子，几十年如一

日，她为邻里街坊义务理发，理发工具用坏了近

百把，一摞又一摞的结对帮扶理发手册记录了她
的爱心轨迹。

198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赵晓凤注意到，自

己家小区里有一些瘫痪在床和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及病人，他们常年待在家中，头发总是不方便

修剪。看到这种情况，赵晓凤心生怜悯，自此她便

决心义务为这些老人按摩、理发。萃苑社区居民

琼犀因脑血栓瘫痪在床，赵晓凤得知情况后就每

月上门为其理发。

张信荣是“晓凤义务理发室”的“老顾客”，从

2001年起，她便时常找赵晓凤为自己修剪头发。

“以前腿脚好使，自己就能走到晓凤家里去理发，

这两年身体不行了，只能打电话叫她们来。”张信

荣说，晓凤很心疼她，每月的28号左右总要来一
趟，还时常给自己带些好吃的，风雨无阻。

理发时，赵晓凤有时甚至还需要趴地上、跪

地上，一个姿势要坚持个把钟头，长年累月，赵晓

凤的脊柱逐渐发生了侧弯。赵晓凤有专门的记录

本，每月理发的时间记得清清楚楚、密密麻麻。像

琼犀这样的老人，赵晓凤帮助过的有上百位……

赵晓凤说：“只要我活在这个世上，就一定把晓凤

理发室的队伍带好，为那些老人和瘫痪的病人做

好服务。”

“晓凤义务理发室”已发展到18家

2011年，在社区党组织的帮助下，以赵晓凤

名字命名的“晓凤义务理发室”正式成立。后来，

“晓凤义务理发室”不断扩大，理发室成员规模从

最初的1名志愿者发展为现在的300余名，服务范
围更是从辛店街道萃苑社区辐射至学校、敬老

院、周家村、刘家村、牛庄镇乃至全省各地。每周

五，赵晓凤还要组织“晓凤义务理发室”的志愿者

们召开会议，总结近段时间以来的工作内容，思

考如何才能更好地为当地居民服务。

如今，“晓凤义务理发室”已发展到18家，这

支平均年龄75岁的志愿服务团队，服务项目由单

一的理发扩展到了按摩推拿、收拾卫生、心理疏

导等。从一名普通的志愿者，到300多人的志愿服
务队队长，对公益近乎“偏执”的赵晓凤始终秉承

“帮助他人、传递爱心”的信念，用行动践行着钟

爱的公益事业。

“我觉得我还是18岁，能干！”

“他们老是说我80多岁了，我不爱听。我觉得

我还是18岁，能干！”暮色四合，电话铃声响起，赵

晓凤赶忙背上工具包出发。夕阳洒在她身上，映

在墙壁上，还是坚挺的腰身，匆忙的步履，只是肩

膀高低得厉害。

“赵姨，这么晚了，还入户理发去？”赵晓凤笑

笑，哼起那首《党叫干啥就干啥》，渐渐消失在暮

色里。

除了每天坚持做公益外，赵晓凤还定期到学

校、企业开展宣讲。翻开其珍藏的一本纪念册，上

面工整地记录着胜利一小的孩子们与她之间的

“约定”：“赵奶奶，您言传身教，我们也会继续发

扬雷锋精神，为人民服务！”“我会把您说的话铭

记在心，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一个人影响一群人，一群人温暖一座城。为

民服务的“星星之火”还在不断“续燃”。

脱下起火的防护服跳入河中、抱起即将爆炸

的煤气罐冲出危房、在大火中疏散人群，缪梅清

的“浴火形象”深深地印在当地村民的脑海中。

现年74岁的缪梅清，是江苏省无锡市洛社镇
五秦村的义务消防员。从1971年至今，他参加义

务救火数千场次，抢救了大量群众财产。“有了梅

清和他的救火队，我们睡觉都觉得特别安稳！”提

起缪梅清，村民无不竖起大拇指。

冲锋陷阵只争先 生死角力终不悔

有人问缪梅清：“救火很危险，您不害怕吗？”

“一般情况下是顾不上害怕的，但也有个别救火

场面，确实让人感到后怕。”在一次灭火中，村民

家中的煤气罐因着火烧得通红，气罐阀门随时有

可能被炸飞。此时，常规的竖罐、关阀、熄火等操

作已不可行，缪梅清只能冒着极大的爆炸风险，

抱起即将爆炸的煤气罐往河边猛冲，最后跳进河

里、沉到水底才把火灭掉，现场极为惊险。

火情就是命令，缪梅清带领着义务消防队穿
梭乡里、应对火情，发挥着迅速响应、机动灵活、

灭早灭小的重要作用。当地消防应急救援部门对

此高度肯定，不仅将义务消防队纳入消防应急救
援体系，作为属地消防应急机动力量的重要组成
部分，还为义务消防队提供了防火服、氧气罐、水

管等专业设备，为义务消防队从事消防任务提高

了安全保障。

遇到火警，缪梅清会第一时间赶到火场控制
火情，并针对不同火情采取应急措施，经常赶在

消防部门到来前就把小火灾扑灭了。但在面临多

种类型火灾时，仍然有很大风险。有一次，一家工

厂的化学药品发生爆炸，现场火势很猛、浓烟滚

滚，为了救助身陷其中的工作人员，缪梅清穿上防

火服、背上氧气罐就往里冲。“当时消防队还没赶到

现场，化学药品又不能用水喷，我们救人又不能延

误，可以说是大烟熏、大火烤，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

命。”缪梅清说，此次救火后，他们有一个月时间都

没有摆脱心理阴影，晚上睡觉时还会惊醒。

缪梅清平均每年参加70~80次救火，有时候

每个月就有好几次，没有一天敢放松警惕。“不少

人认为，农村地区地广人稀，火灾不会太多，危害

也不会太大，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一天我就参

加了5次救火行动。”缪梅清说，作为志愿者参与

救火，可以在消防队来之前减少村民的财产损失
和保护其生命安全。

春蚕吐丝不言尽 皆因责任重千钧

有人问缪梅清：“您现在年纪这么大了，为什

么还在与火神‘死杠’？”也有人好心相劝：“您不

如早点‘退休’，学学别的老人，打打牌、跳跳舞，

岂不优哉游哉？”……

“其实，救火不仅仅是一种责任，也能让我获

得成就感！”谬梅清表示，只要他还能走得动，就

不会“退休”。

缪梅清出生于救火世家，祖辈承担了100多
年四乡八邻的救火工作，深受当地村民敬重。他

牢记“缪家爱救火，一代传一代”家训，一生热心

消防事业，虽因消防工作多次受伤，但始终无怨

无悔。“小时候，每当有火情时，我就跟在父亲后

面跑，亲眼看着他们用木质水龙头喷水灭火。”缪

梅清说，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立志当一名义务
消防员，要像长辈一样抢险救灾、为民服务。

如今，缪梅清与几位堂兄弟组成了“缪家

军”，仍然活跃在救火现场。由于小时候受过伤，

缪谬梅的左腿患上残疾，再加上多年救火多次受

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跛

脚拼命三郎”。

“我们这支救火团队日益老化，年龄都在60
岁以上，再拼命也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缪梅清

说，目前他们正在加紧吸收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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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之年还与火神“死杠”，他真的很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