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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里，不少人前往泉州市区笋江
桥下游泳。在这里，经常能看到几名老年
人值守在江边，或注视着江面，或提醒戏
水人员注意安全。

他们是泉州市红十字会水上义务救
援志愿队的队员，这支队伍成立于2013
年，其前身是成立于2011年的“泉州市
冬泳协会110联动水上救生站”。每年7
月1日至8月31日暑假期间，该救援队
都会安排志愿者在笋江桥下轮流值班，
救援遇险群众。

目前，该救援队的30多名成员中有
一半左右的人年纪在60岁以上，本报曾
多次报道他们救人的事迹。

今年68岁的傅捷雄是鲤城区浮桥
人，从小在江边长大，泳龄有几十年。
自 2014 年开始，他便主动加入该义务

救援队。
2020年 8月的一天，8名12岁左右

的少年不听劝阻，在笋江桥下游泳、戏
水。其间，一名少年被水流冲走。危急时
刻，正在附近值守的傅捷雄发现了。他在
岸上施救无果后，立即跳入水中，成功将
少年救回。

今年69岁的洪定华也是该救援队
的一员。2021年8月份，一女子从笋江桥
上跳下，洪定华发现后立即喊人支援。泉
州市冬泳协会成员陈福裕快速驾船驶
来，载着洪定华寻找落水女子。两人几番
搜索后，终于发现水中的一缕黑长发。洪

定华一把拽住长发后，顺势抓住女子的
右肩，和陈福裕合力将其拖上船。当时，
女子已无意识、无呼吸、无心跳，洪定华
立即对其施行心肺复苏术，直至上岸，最
终将女子救回。

今年74岁的肖金勇曾在救援一线
值守六年，2021年因身体和健康原因退
居二线从事救援队的宣传和报道工作。
他告诉记者，近年来，有部分队员因年
龄和身体原因不再适合到现场值守，但
依然会留在救援队里帮忙从事一些后
勤工作。

“我们中大部分都是冬泳爱好者，

擅长游泳，大家希望能借助这项爱好
为群众做点事。”傅捷雄告诉记者，在
一次次救援落水群众的过程中，大伙
感受到了这份服务的意义。“我们每救
回一名落水的人员，就能挽救一个家
庭。”他说，正是这份意义和价值让大
伙坚持下来。

□本报记者 杨泳红/文 受访者/供图

年年值守江边 他们是生命守护者

救援队里的那抹夕阳红
近日，本报报道了惠安县山霞镇下

坑村 65 岁的村民李汉南两度跳入海中，
救回遇险的两兄妹一事，不少市民读者
纷纷为他的义举点赞。

记者昨日了解到，全市各地还有许
多像李汉南一样热心公益，准备在关键
时刻为遇险群众伸出援手的老年人。在
本该居家休养的年纪，他们依然秉持着
一颗服务社会和群众的热心，展现老有
所为的担当与风貌，成为文明城市里一
抹美丽的夕阳红。

“老郑大哥体力很好，每次有群众需
要救援时，他总是积极报名参与，一点都
不输年轻人。”提起队友郑富强，泉州市
荒野召唤应急救援中心的队员纷纷竖起
大拇指。

郑富强家住泉州市区，今年71岁，
是泉州市荒野召唤应急救援中心总队的
副队长。热心公益的他早年曾经加入反
扒组织，协助警方抓捕扒手。

2020年，他加入泉州市荒野召唤应
急救援中心，和队友一同从事救援道路
上受困的车辆和人员、帮忙清理路障、协
助运输物资等志愿服务。

在救援时，救援涉水车辆是常遇到

的。令郑富强印象深刻的是去年6月份
的一次救援。当时是晚上6点多，他看到
队内转发的泉州市区江滨北路附近一小
区有群众车辆被困积水中的求救信息。他
顾不上准备好的晚饭，立刻带上救生设备
驾驶救援车赶往现场。现场的场景令他吃
了一惊，积水即将淹到被困车辆的车窗位
置，车主竟还待在车内。

“当时雨还一直下，积水涨得很快，
若是漫过车窗，车主可能有危险。”他赶

紧喊车主下车，可是车门受到水的阻力
车主难以单独开启。他随即涉水来到车
门前，和车主合力将车门打开。救出车主
后，他又涉水将被困车挂上挂钩，随后驾
驶救援车将涉水车辆转移到安全区域。
此时他已浑身湿透。

两年多来，他参与救援40多起。此
外，平时救援队额外组织的中高考护考、
帮助群众运输物资的志愿服务他也屡屡
参与。看他积极性高且充满活力，队员们

亲切地喊他“老郑大哥”。
“我是个坐不住的人，想为群众做点

事，而且每次帮助他人后心情十分舒
畅。”他说，自己在这个年纪参与救援工
作，亲朋好友起初都有些担心。不过，在
了解他的想法后，大家就支持了。为了有
更好的身体参与救援和志愿服务，他每
天坚持跑步、举哑铃等健身活动。“只要
身体允许，我打算为社会多发一点光，多
出一分力。”他说道。

早年反扒如今义务救援 他被亲切唤作“老大哥”

本报讯 （记者陈灵 黄耿煌 通讯员
郑燕芯）近日，南安市官桥镇一名老人突
发疾病，需要紧急送医救治。考虑到下班
高峰期车流量大，家属向官桥派出所求
助，交警铁骑及时开辟“生命通道”，为其
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

当日18时12分许，官桥派出所接到
群众欧女士的求助电话，称家里老人血压
飙升，神志模糊，急需到泉州市区的医院
救治，请求警方帮忙开路。

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组织铁骑出动。
得知老人家属已经在路上，铁骑队员拉响
警笛“赶路”，几分钟后便与家属汇合。

之后，铁骑队员一路开道，不断提醒
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在保证安全的情况
下，仅用28分钟便将老人从官桥镇送达
泉州市区的医院。

“谢谢小兄弟，不是你的帮助，我们都
不知道该怎么办。”家属一再表示感谢。在
确认老人无大碍后，队员才放心离开医
院，返回岗位。

老人突发疾病
铁骑开道送医

本报讯（记者王丽虹 通讯员黄明水）
近日，泉州市泉城公益协会联合洛江区双
阳街道新阳社区，为99岁的杨阿婆修缮
房屋。

原来，杨阿婆是新阳社区的低保户，
她居住的老房子屋顶房梁年久失修，时常
漏雨，具有较大风险隐患。此前，在入户慰
问时，志愿者发现了这个问题，遂决定帮
阿婆修葺房屋。

施工当日，志愿者与施工人员小心翼
翼地清理屋顶，更换崭新的木头……施工
人员爬上爬下，分工合作，井然有序，很快
就把屋顶修缮一新。

望着修好的屋顶，阿婆满脸笑容地
说：“感谢你们的关心，帮我修好屋顶，以
后再也不需要用脸盆接雨水了。”

阿婆房屋漏雨
志愿者帮修缮

本报讯 （记者陈明华 通讯员方海涛
吴颖瑜）日前，泉州市民政局和市财政局联
合召开“全市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
行动项目调度会”。会议对我市刚出台的《泉
州市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
目实施方案》政策文件、资金分配和任务指
标等进行解读，让各级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
对提升行动项目工作清晰明了，以便更好地
落地实施。

今年6月，泉州被民政部、财政部列为
2023年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
项目地区，是福建省此次唯一入选项目地
区，获得2839万元中央资金支持，主要用于
家庭养老床位、居家上门服务两项工作的提
升行动。这两项工作要怎么做，是此次调度
会召开的主要目的。

在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对《方案》等相关
政策文件进行解读后，市民政局负责人要求
各级民政部门要落实好资金、把握好政策。

根据民政部、财政部的要求，中央支持
资金明确要求“建床不上门、上门不建床”，
即同一个老人，用该资金建家庭养老床位
后，不能又用这笔资金做上门服务。不过，属
地一定要对建有家庭养老床位的老年人开
展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家庭养老床位建设方
面，将为低收入家庭、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
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设置家庭养老床位，
由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予以建设补贴，每张
床位建设补贴最高不超过8000元，全市建床
总数将不低于2581张。建床费用包括居家适
老化改造、智能化改造和老年用品三部分。
同一家庭有2名以上（含）的实施对象老年人，
对共同使用的适老化、智能化改造设施设备
不再重复补助。对已享受过我市适老化改造
补助的困难家庭老年人，应扣除补助部分。

调度会要求各地规范高效进行项目推
进。按照要求，提升行动项目实施时间为一
年，明年6月底前项目完成后将开展绩效考
评和项目验收。在项目实施推进过程中，从
制定方案、项目招投标、组织实施、考评验收
等环节，既要规范又要高效运作，要注意资
料归集、及时整档。

养老服务工作是民政的重头戏，全社会
普遍关注，且项目多、任务重。市民政局负责
人希望各地加强项目监督管理，尤其是这次
建床和上门服务对象确定、招投标、项目资
金使用等方面，确保不出现廉政风险。老人
建床的智能设备安装要符合安全标准，要督
促智能设备运营机构加强建床后智能设备
使用培训和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确保家庭
养老床位使用的安全。

市民政局联合市财政局
召开调度会

落实提升行动
做好养老服务

他在外地出生，寻亲数十年未果，在村干部帮助下——

七旬老人寻根心愿终实现

“听到外公讲了一句闽南话，我们都
很震惊。这次外公能回到心心念念的家
乡，真的很感激家乡的村干部和热心乡
亲。”近日，22 岁的李艺琳及其亲人通过
电话向记者分享了不久前与外公“返乡之
旅”的感受，“成为我人生中的一段难忘经
历。”原来，她 76 岁的外公魏金虎寻根数
十年，最终在南安眉山乡侨联和大眉村村
委会及热心乡亲的帮助下，从广州来到泉
州见到了家乡亲人。

□本报记者 陈灵 黄耿煌 通讯员
石倩雯 文/图

7月 25日 12时许，魏金虎一行
来到大眉村委会，来不及吃午饭，便
迫不及待想见到亲人。在魏德钟的
指引下，魏金虎来到父亲曾经住过
的老屋，见到了苦苦思念的叔叔魏
文发夫妻的遗像，此时老人已泪眼
婆娑，多次擦拭着眼镜。“爸爸去世
前，一直说要回乡寻根，今天这个
愿望终于实现了。”魏金虎没想到，
他们苦寻数十年无果，如今只是一
条信息，就使得寻亲过程变得如此
顺利。

在与家乡亲人一起吃饭时，寡
言少语的老人突然用闽南话说了
句：“大家吃完它。”李艺琳说：“外公
看到了家乡的风景，喝到家乡的水，
吃到家乡的饭，感觉很亲切。外曾祖
父在世时，他们父子俩会讲闽南话，
外曾祖父过世后，就没人和他说了。
此次回到家乡，听到周围的父老乡
亲讲闽南话，乡音的记忆被勾起。我
从来没听他讲过，也很震惊。这次能
帮外公寻根并回到外公的故乡，很
受触动。”

“血浓于水，纵使山海相隔，骨肉
亲情难以割舍。”魏冬莹说，魏金虎及
家人和家乡亲人们互留了联系方式，
表示以后会多联系、多走动，让亲情
这根纽带延续下去。

一句闽南话
道出数十年思乡情

“多年来，父亲顾虑到我们工作繁忙，
虽未经常提起寻亲这件事，但总会不经意
流露出思乡情，尤其是逢年过节时。”魏金
虎的女儿魏善芳说，此前由于父亲的身体
原因、疫情等因素，没能成行。后来，表姐
跟旅游团来泉州旅游时，也尝试寻找，可
惜没有找到。“我们从未放弃寻根的念想。
眼看父亲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决定今年做
成这件事。”家人最后定于7月22日前往
泉州。

“我很小的时候，外公就常说自己是

福建人，很想回家乡看一看。我们原计划
先到泉州市区旅行两天，再租个车到大眉
村走走逛逛。出发前一晚，我心想，去都去
了，希望能收获更多。我在网上搜索南安
大眉村，看到‘爱在大眉’微信公众号招聘
启事留下的手机号，觉得村干部可能认识
的人比较多，说不定能帮忙找到亲人。”李
艺琳说，7月22日乘坐高铁时，她联系上

了大眉村村委会副主任魏冬莹。外公得知
有村干部帮忙，更加期待了。

抵达泉州后，7月23日和24日，李艺
琳一边与村干部保持沟通，一边陪外公外
婆、姨妈和表弟逛景点，还看了木偶戏。令
他们惊喜的是，村干部很快帮他们找到了
亲人。“24日晚，想到多年来的心愿终于达
成，外公很激动。”

为圆寻亲梦 家人一起回家乡旅游

“你好，我外公祖籍是大眉的，但是在
外地出生一直没有回来，最近我带他回来
寻根，想寻求大眉村委会的帮忙。”魏冬
莹告诉记者，7月22日下午，他接到这样
一条微信好友添加请求。作为村干部，他
同时也是眉山乡侨委，近年来，眉山乡侨
联为了弘扬寻根文化，加强海内外乡亲之
间的联系，多次搭桥牵线，帮助华侨寻根
问祖，如今年3月 4日，眉山乡侨联为旅
居马来西亚的侨亲魏木维找到在大眉的
亲人。因此，收到李艺琳的求助后，他立
即上报侨联，根据魏金虎提供的线索开启

了寻亲路。
他了解到，魏金虎的父亲魏尚年轻

时去了厦门，在厦门与梁汝枝结婚后，夫
妇俩便和大眉亲人等乘船去马来西亚谋
生，生有四男三女，后来又举家与堂弟魏
文发迁回祖国。魏尚全家移居广州珠江
华侨农场，魏文发则回大眉村居住，期间
曾有书信往来。然而时过境迁，他们逐渐
断了联系。

魏冬莹从2010年修撰的《眉山魏氏族
谱部续》着手，发现并未收录魏尚的信息。
他把寻亲信息发到大眉乡亲微信群，又向
参与收录族谱的魏德钟等人了解，找到了
几个相似的名字，不过最终都发现信息不
符。他并未气馁，又翻阅《眉山魏氏族谱酉
部》，找到“魏文尚”的名字，将生辰时间、
娶妻生子等信息与魏金虎家人核对，终于
确认这位“魏文尚”便是魏尚。

村干部牵头 村民接力帮助寻亲

魏德钟与魏金虎魏德钟与魏金虎（（中中））翻阅族谱翻阅族谱

郑富强郑富强（（右一右一））和队友为和队友为
山区学校送去设备并安装山区学校送去设备并安装

泉州市红十字会水上义务救援志愿队队员泉州市红十字会水上义务救援志愿队队员
接受急救培训接受急救培训，，他们中有不少人已年过六旬他们中有不少人已年过六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