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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双棉鞋的温度
——记“中国好人”傅珍芳

记者 葛锦熙

11月27日，记者走进大桥头乡客
弄村傅珍芳的家中，随处可见一摞摞
整齐摆放的海绵、布料、棉线，一堆已
缝制好的棉鞋堆放在缝纫机旁，傅珍
芳说这些是家里最重要的“家当”。

今年64岁的傅珍芳，已经连续15
年缝制棉鞋送给福利院的孩子们和养
老院的老人们，至今已送出13000余
双。今年年初，她刚换了第8台缝纫
机，大家对她的称呼也从“棉鞋阿姨”
变成了“棉鞋奶奶”。她曾先后获得全
国首届“最美敬老志愿者”、第三届“最
美衢州人”十大年度人物、2014年“最
美常山人”年度榜样人物等荣誉称号，
今年11月12日，她又上榜2023年三
季度“中国好人榜”。

一次偶遇 让她走上公益之路
童年时的一次意外，让傅珍芳的

右腿残疾。身体的不便让她饱受了生
活的艰辛。在与丈夫相濡以沫中，好
不容易把两个孩子养大成人，并先后
走上工作岗位。傅珍芳夫妻俩肩上的
生活担子渐渐轻了，“做点有意义的
事，来打发闲暇时光”便成了傅珍芳的

“小目标”。
2007年11月30日，她到杭州旅

游，恰逢当地福利机构组织了一场儿
童慈善募捐活动。展板上展示的在接
近0℃气温下孩子们穿着单鞋的画面
深深刺痛了她的心。“看着这些画面，
就想起我患有腿疾，小时候却买不起
棉鞋和厚袜子的场景。”回家后，傅珍
芳开始盘算着要给这些孩子做棉鞋。
于是，她到隔壁浮河村的老艺人那里
学做棉鞋，从材料选择、样式确定到缝
制技术，一点点学，先做毛线拖、夹棉

拖，再到棉鞋。
2008 年冬

天，傅珍芳通过
浙江电视台 6
频 道《1818 黄
金眼》节目组联
系了杭州儿童
福利院，打听是
否 有 捐 赠 活
动。对方告知
11月30日将在
吴山广场举行
一次公益众筹

活动。得知消息后，她决定带上她亲
手缝制的98双棉鞋，独自一人赶往杭
州。

早上5点钟从常山出发，傅珍芳
坐了5个多小时的大巴赶到杭州汽车
站，再打车到吴山广场。因傅珍芳不
识字，一路打听一路找，到达吴山广场
时已是中午12点。棉鞋捐出去了，傅
珍芳如释重负。“当时那种开心的感
觉，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我想我
是做了一件无比正确的事情。”15年过
去，傅珍芳回想起第一次捐赠的经历，
仍然感慨万千。此后，做爱心棉鞋也
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一
直都没有停下来。

一份感动 让她坚持了15年
第一次赴杭捐赠给了她很多启

发：一是到外地捐赠，路途遥远，成本
很高；二是本地也应该有需要棉鞋的
人。于是，傅珍芳开始留意本村及周
边村的困难老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得知东案乡
敬老院的老人们缺少棉鞋，她日夜加
班赶制了38双棉鞋，送往敬老院。“当
时天气有些冷，几位老人还穿着解放
鞋。”傅珍芳回忆道，她当即打来热水
为老人们泡脚，然后再换上新棉鞋。
有位老人拉着她的手，眼里满是眼泪，
她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那天送完棉鞋后，傅珍芳发现还
有16位老人缺少棉鞋，于是她又加班
加点，用4天时间又赶制了16双棉鞋
送往东案乡敬老院。“我没上过学，说
不上漂亮的话，但雪中送炭的意义我
还是懂的。”傅珍芳说，老人穿上新棉
鞋后的那份笑容，也成为了她一直坚

持的动力。
15年时光流逝，傅珍芳一心送棉

鞋做公益的故事越传越远。“只要有人
提供需要棉鞋的信息，我就会尽量满
足他们的要求。”这些年，傅珍芳的爱
心棉鞋先后被送往杭州、宁波和本市
的龙游县、衢江区等地。到了冬天，棉
鞋需求量大，忙不过来时，邻居们也会
来帮忙裁剪布料。

一丝愧疚 让她决定挣钱补成本
“今年上半年我已经做了400多

双棉鞋了，过几天还得再做些。”傅珍
芳说，如今，因为做好的棉鞋实在太
多，家里的三楼已经变成了“棉鞋仓
库”。傅珍芳坦言，自己也曾考虑过花
钱去批发棉鞋，但市场上棉鞋的质量
始终不能让她满意。“海绵已经从30
元一张涨到了60元，布料也从25元一
米涨到了60元，鞋底则从5元一双涨
到了8元，现在我做的棉鞋成本就要
20多元，棉鞋质量不能降，否则宁愿不
做。”

粗粗一算，15年、13000多双鞋，
傅珍芳已花费了20多万元。傅珍芳
说，自己的积蓄全花在棉鞋上，也就顾
不上帮助孩子们，心里还是有些愧
疚。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傅珍芳开
始琢磨挣钱的路子。

“过几天我要去海南当导游了。”
傅珍芳笑着说，她现在是一家旅行社
的“编外导游”，日常工作内容就是向
前来咨询的游客介绍路线并陪同出
行，尽管腿脚有些不便，走路有些吃
力，但从中可以得到一点报酬，她觉得
十分值得。眼下，胡柚已进入了采摘
期，傅珍芳还打算白天去帮忙包装胡
柚，晚上做棉鞋。“打点零工挣点小钱，
再加上自己的养老金，基本上可以填
上买材料的成本。”傅珍芳说。

长年累月坐在缝纫机前做棉鞋，
傅珍芳落下了脊柱侧弯、腰椎间盘突
出的毛病，十个手指布满了老茧和疤
痕。“只要我眼睛看得见、手脚还能动，
只要社会有需要，我就会一直坚持做
下去。”傅珍芳说，年龄不饶人，她现在
最大的愿望是社会上有爱心的人能接
过她的公益接力棒，万一自己干不动
了，这分温暖还能再继续传递下去。

行道树刷白越冬
连日来，我县有关部门组织养护

人员对辖区路段上的行道树进行刷白
作业，增强行道树防虫抗寒能力，确保
行道树顺利过冬。图为11月28日，养
护人员在南门溪绿道开展树木涂白工
作。

记者 江琪 摄

村企共富启航仪式举行
土特产伴手礼超市开门迎客

本报讯（记者 陈倩 陈书窗）11月25日，“常
和＠徐村”村企共富启航仪式暨“美美与共”——
常和·松泽特色美食节系列活动在金川街道徐村
村举行。

现场举行了“常和＠徐村”土特产伴手礼超
市揭牌仪式，记者在超市内看到，除了常山贡面、
山茶油、胡柚青果茶、猴头菇等常山特色产品被
摆上了货架，内江牛肉面、宁夏枸杞等其他地区
的特色美食也应有尽有。

据悉，今年4月，由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投资打造的高端精品民宿常和民宿正式入驻徐
村，极大地缓解了该村人流旺季“一床难求”的困
境。为进一步深化“村企合作”，探索“村企共富”
的“常和徐村”模式，双方聚焦“土特产”，打造共
富农产品超市，合力推广“常和U礼”和“一份常
礼”的村企合作品牌。“我们企业在宁夏、四川、上
海等地都有公司，我们想把各地的农副产品引进
到常山来，再把常山的土特产带给我们其他地区
的企业员工，让他们能品尝到常山的特色美食。”
常和民宿总经理徐谨说。

“此次活动是深化村企合作的一次有效实
践，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合作进一步带动村里的人
气。”金川街道徐村村驻村干部邵珞琦说。

县妇幼保健院内院外
“延续服务”暖人心

“最近宝宝夜间还会哭闹吗？”“喂养频率如
何？”日前，在白石镇白石村王女士家中，县妇幼
保健院儿科医护人员耐心地询问孩子各方面的
情况。

今年10月，王女士在县妇幼保健院早产一
对双胞胎，因早产儿呻吟伴呼吸费力转入新生儿
科，在新生儿科护理部团队的精心护理下，双胞
胎成功脱离呼吸支持并出院。出院后，医护团队
多次到王女士家中，现场指导新手妈妈做好家庭
护理，并对双胞胎进行个体化的营养指导、神经
运动发育评估、早期干预等专业服务。

这是县妇幼保健院开展“全院服务年大比
拼”工作的一个缩影。自该项工作开展以来，县
妇幼保健院医护团队积极开展院外“延续服务”，
得到了患者的肯定。为进一步推进延续服务走
实走深，县妇幼保健院还定期开展“医护一体化”
上门服务，并建立微信服务群，随时解答家长育
儿方面的问题。目前，该院已经完成产妇产后访
视近300例，新生儿岀院后随访近300例。

徐小燕 供稿

我县成立首个域外
商会退役军人服务站

本报讯（记者 江琪 通讯员 刘海燕）11月24
日，我县首家域外商会退役军人服务站——杭州
常山商会退役军人服务站正式挂牌成立。

服务站成立以后，将坚持以党建为统领，充
分发挥商会优势，为在杭的常山籍退役军人提供
创业指导、就业帮扶、走访慰问等服务保障。同
时，立足我县双拥工作实际，积极为广大现（退）
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爱
心服务，开展多种多样的拥军爱军活动，大力营
造尊崇军人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