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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市委宣
传部 、市文明办主办

“榜样的力量——新时
代邵阳道德模范与身
边好人故事分享会”。
现场，4 位道德模范与
身边好人分享自己的
故事，16位道德模范与
身边好人发出“好人倡
议”，激发了广大群众
学习身边模范，争做崇
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
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
活的创造者的热情。

邵阳自古就有崇
信尚义、厚德向善的道
德基因。近年来，我市
将“建文明城”与“育文
明人”结合起来，持续
擦亮“厚德邵阳”公民
道德品牌。始终把选
树道德模范等先进典
型作为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着力点，坚持用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先进
事迹开展公民思想道
德教育，有效提升市民
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
程度，在全市掀起崇德
向善的文明之风，道德
模范与身边好人不断
涌现——“中国好人”
廖振飞，坚持无偿献血
16 年；“全国道德模范
提 名 奖 ”获 得 者 曾 玉

萍，从医48年，累计接诊超过10多万人次；“中国
好人”侯长亮，在偏远山村义务支教11年；“中国
好人”林生丽，开办餐馆28年始终坚持诚信经营
……目前，全市有全国道德模范4名（含提名奖）、
省级道德模范12名（含提名奖）、中国好人20名、
湖南好人136名、邵阳好人403人、新时代湖南好
少年16名、新时代邵阳好少年206名。他们用实
际行动，全方位、立体式地展示出新时代邵阳人
崇德向善的精神风貌，成为我市精神文明建设中
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增强国家富强、民族
进步的软实力，需要广泛传扬好人精神，学习好
人事迹。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高度，更
需要让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
心态、人文情怀、生活理念、行为习惯，不断拉升
全体市民的道德水准。

学习好人事迹培育崇德向善精神，首先，要发
掘好人事迹，树立时代道德标杆。一个个身边好
人，都是普通人；一件件好事，都是身边事。要不
断健全身边好人季度选树和发布机制，更大范围
地发掘好人，引导群众从平凡人、从身边人中发现
善、发现美、感受身边的好人好事。特别是，对于
中央、省文明办定期举办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评选等活动，要积极做好基层发动和选拔推荐工
作，发动各级各部门深入挖掘各行各业涌现的先
进人物及事迹，发动市民推荐看得见、学得来的身
边好人。通过对好人好事的挖掘、评选与宣传，营
造出“好人就在身边”的浓郁氛围，为我们学好人、
做好人，传递向善力量，提供生动鲜活的范例。

其次，要发挥好人效应，营造崇德向善风
尚。时代的进步需要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来引
领，社会的发展需要道德楷模的力量来推动。要
讲好好人故事、放大好人效应，让正能量爆发“大
流量”。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为主
阵地，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微信等媒体为主
要宣传平台，辅之以好人事迹报告会、典型经验
交流、先进典型颁奖晚会等形式，在全市广泛开
展学习宣传活动，让“好人精神”直抵人心，培育
奋发向上、崇德向善、互助互信的良好社会风尚，
让城市更文明，让社会更加充满道德温度。

再次，要关爱好人成长，倡导鲜明价值导向。评
选好人、弘扬好人精神的同时，要通过出台一系列帮
扶资助、优待礼遇的办法，解决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的实际困难，真正做到让他们经济上得实惠、政治上
有地位、生活上享关照、社会上受尊重，彰显好人崇
高地位，在全社会树立“德者有得、好人好报”、崇德
向善的社会导向，推动以善传善、善善与共，让“当好
人、做好事、帮好人”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
道德信仰，以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以一群人带动一座
城，让更多人加入学好人、做好人的行列，让崇德向
善的阳光雨露滋润宝庆大地。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只
要每个人自觉学习好人事迹，道德的花园就会繁
花似锦；只要每个人主动传递向善力量，道德的
天空就会繁星闪耀；只要每个人自觉培育崇德向
善精神，我们的城市就会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善
行义举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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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年下岗女工，自筹资金创办小餐
馆。店子开业后，她却不以营利为最大目标，
而是28年坚持低价经营、诚信经营。

她，以一碗低价却饱含“大爱”的粉面，
温暖市民的胃，更温暖市民的心；她，坚守安
全、优质的食品“硬标准”，让顾客消费得放
心、安心、舒心；她，从不欠员工工资，不少供
货商货款，以诚信经营，弘扬传统美德，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她，是道德实践的榜样和诚实守信的楷
模。2020年被评为“邵阳好人”“湖南好人”，
2021年被评为“邵阳市第七届诚实守信道德
模范”，2023年被评为“中国网事·感动2023”
二季度网络感动人物、第二季度诚实守信类

“中国好人”。
她，就是凯阳餐馆“老板”——林生丽。

坚守初心诺言，28年始终以最低价经营

1973 年，19 岁的大祥区红旗路街道居
民林生丽到武冈市大圳磨石岭当“知青”，那
时，村民们住的是漏风的竹片房，吃的是红
薯、杂粮，看着贫困的景象，林生丽决心要为
困难群众“吃得饱”做点实事。

为兑现自己的心愿，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林生丽大胆地从市煤机厂下岗，自主创
业。为积蓄创业“第一桶金”，她连续几年下
广州、深圳打工。终于在1995年10月，41岁
的林生丽筹足2万元，在市区红旗路的一个
巷子内办起凯阳餐馆。

餐馆开业后，林生丽不忘当“知青”时许
下的心愿，把“让低收入者、困难群众可以到
店里吃得起、吃得饱”作为餐馆的经营宗旨和
坚定承诺，并制定了当时市场上最低的价格
——早餐低至2元一碗粉面，中餐自助餐每人
5元。这个最低价，持续到2007年底，2008年
初受市场物价上涨影响，林生丽才将粉面价
格调至最低每碗2.5元，自助餐每位调至6元。

凯阳餐馆的消费价格虽低，食材用量却
一点也不偷工减料——豆腐木耳粉面大碗
3.5元、中碗3元、小碗2.5元；中餐自助餐每
位6元，有10个炒菜。

开店以来，经常有人问林生丽：“这么低
的价格，还有赚头吗？”

“有一点点毛利。只要不亏本，能保证员
工工资，就行！”在林生丽看来，开餐馆实现
自己的初心比赚钱更重要。

好友曾给林生丽算过账：“你的餐馆平
均每天能卖早餐 600 多份，中午自助餐 200
份左右。只要把每份早餐和中餐各提价 1
元，每天就可多收入 800 元，一年就可多赚
28万元；如果平均每份提价2元，依然是邵
阳最低价格，平均每天可多赚1600元，一年
就可多赚57万多元。”

“随便涨价，丢了‘诚信’，我们的生意还

会有这么好吗？”林生丽不仅不同意涨价，还
振振有词地反问好友。

始终坚持市场最低价、不涨价，在林生
丽心中还有个重要的理由：“来店里吃饭的
老顾客居多，他们70%是弱势群体，20%是上
班族，还有10%是外地人，他们或者收入低，
或者做饭难，很需要一个花钱少、吃得饱、又
吃得放心的地方。”

坚守品质标准，让每一位顾客
放心舒心消费

收费价格如此低，凯阳餐馆的食材质
量、卫生有保障吗？很多人曾产生这样的好
奇与疑问。

“很放心啊，店子开业以来，我就一直在
这里吃早餐，就跟在家里一样，从没有发现
不新鲜、不安全的食材。”家住呙家园社区的
赵贤理老人是凯阳餐馆的“铁粉”，他绝对信
任餐馆。

“我跟同事在这里吃早餐两三年了。”资
园社区的张明亮说，“店子虽然挤了点，但食
品和环境都很卫生，用餐很放心、舒心。”

“凯阳餐馆营业28年，我们没接到过对
店子的任何投诉。”一位本身是凯阳餐馆常
客的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人员说。

“林阿姨对采购的蔬菜、配料要求非常高，
蔬菜必须是最新鲜的。”蔬菜供应商马正龙说。

“我家和林老板合作了20多年，她也很
信任我，但她每天还是会打电话给我，要我
送最好的猪肉。”在南门口市场经营猪肉铺
的店主李湘云说。

不仅对食材的要求“质量最好”“最安
全”“价格最低”，林生丽对店里的每一件用
具、用品的卫生要求，也是如此。

不论工作多么辛劳，林生丽每天都要将
灶台、锅碗瓢盆等洗得干干净净，餐馆卫生
一天一小扫、一周一大扫。她还规定：不允许
顾客在打菜时讲话、打烊时不留剩菜……就
连店里使用的纸巾、一次性水杯等用品，她
都要自己先使用对比，“淘”来品牌货。

让每一位顾客在店里放心、舒心地享受
低价美食，这是林生丽经营餐馆始终如一坚
守的“硬标准”，她说：“销售劣质产品，害人害
己，违背良心与道德，这种事情，我绝不干！”

食材的价格与同行相比没有优势，要保
障店子运营，林生丽只好从经营成本中“抠”
利润。

为了不做亏本买卖，林生丽从餐馆开业
起，就精心计算成本：给一碗豆腐木耳粉定价
前，先用秤称出 500 克米粉到底能打几份，
500克木耳和500克豆腐又能打多少碗臊子，
并将水、电、纸巾和一次性塑料杯等诸多用品
成本计算在内，经过反复核算，再确定价格。

为严格控制人力成本，店里只请 3 个

人，她自己身兼数职——每天凌晨4时起床
炒料，早餐高峰期既做师傅又当服务员，早
餐过后充当保洁员清理场地，然后又当采购
员赶往菜市场，采购第二天的食材，每天忙
到晚上8、9时。

在控制住了餐馆经营自身的“主观成
本”后，林生丽又“严格控制”顾客的“客观成
本”。她给来店的消费者立下“硬规矩”：一、
不得浪费食物，二、不能浪费纸巾和一次性
塑料杯，三、点单打饭都要排队。这为店里节
省了不少开支，比如，排队就餐，有利于形成
良好秩序，从而减少餐馆管理人员，降低工
资成本，而且有利于缩短用餐时间，从一定
程度上节约了水、电费用。

为引导顾客做到按需取餐不浪费，林生
丽将早餐分为小碗、中碗、大碗三种规格，中
餐分为小碗、中碗、大碗、特大碗、特特大碗
五种规格，保障顾客吃多少打多少，不浪费。

坚守经营“铁律”，不欠员工工资，
不短供货商货款

从凯阳餐馆开业起，朱汉珍、杨翠娥就
跟着林生丽干活至今。最初两人还是小姑
娘，现在都已经50多岁，做奶奶、外婆了。

“我们跟着林大姐做事，也跟着林大姐
学做人。林大姐开店不为赚大钱，而是真心
实意地帮助低收入人群，这是在做大善事。”
朱汉珍说：“我们跟着她一起做好事，很快
乐。如果只为了收入，我早就换工作了。”

“餐馆刚开张那几年，生意很淡没有什么
利润，但林大姐从不少我们的工资。特别是
2003年非典疫情那年和最近三年新冠疫情期
间，餐馆常常歇业，没有收入，为了不让我们散
伙，林大姐每月按时用自己的退休工资给我们
发工资。她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不跟着她，对不
起自己的良心。”杨翠娥说出这么多年“死心塌
地”跟着林生丽的原因，双眼中盈满了热泪。

“对员工，不拖欠一分工资；对供货商，
不短少一分货款。”这是林生丽给自己定下
的一条经营“铁律”。28年来，不论店子的经
营状况如何，她始终坚守。

“我们每月给凯阳餐馆供应几千斤粉、
面，从不担心结账问题。每到月底，林阿姨就
会准时、如数地给我们打款来，一毛一分她
都不会少我们的。”浩天米业公司的业务经
理张总介绍。

在南门口菜市场经营猪肉铺的李思琪
说：“林阿姨和我妈的关系就像亲姐妹，她俩
合作了十多年，现在又继续和我做生意。20
多年来，货款上她绝不含糊，送一次货，结一
次账，从不少一分。”

20多年来，王微信每月要为凯阳餐馆供
应 2 吨多大米。受林生丽的感染，不论市场
的米价怎么波动，他始终坚持以最低价格给
凯阳餐馆供最好的货。

林生丽的诚信坚守，不仅影响了众多合作
商，还带动了许多热心的市民纷纷加入到“善
行”行列。市民成少林每次在凯阳餐馆吃完早
餐，都要留下来帮助收拾碗筷、打扫卫生。

市民向志柱说：“现在，凯阳餐馆已成为
邵阳的一个‘地标’，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
的，代表着邵阳城市的诚信与文明。”

守 信 如 铁 终 不 移
——记“中国好人”林生丽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杨轩

廖振飞，是洞口县石江镇和平村的普通
农民。他自小敬仰“大侠”，心怀侠义，以献
血救人树立起独有的“侠客精神”。17年来，
他已献血110多次、总量达4万多毫升，相当
于10个体重60公斤成年人的全部血液量。

因为廖振飞血型稀有，是难得一见的
Rh阴性血，俗称“熊猫血”，又因为他积极献
血，为很多人带来重生的希望，所以，人们赞
誉他为助人为乐的“熊猫侠”。

崇侠尚义，心怀侠客梦想

廖振飞出生于1981年7月。小时候，他
非常喜爱看武侠小说，十分欣赏那些为国为
民、奋不顾身、行侠仗义的侠客。

梁启超先生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之小者，为友为邻”。金庸也曾说过，武侠
的精神是“侠”字，不是“武”字。“侠”就是牺
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大家主持正义。

受侠义精神的影响，对伸张正义、见义
勇为、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的品质追求深深
根植于廖振飞的心中，他梦想着有一天自己
也能像小说中的侠客那样，成为帮助别人、
贡献社会的大英雄。

一次，廖振飞通过收音机听到一件感人
的事情：长沙一位工人重伤住院，急需输血，

经化验为稀有血型，当时血库告急，为了尽
快找到匹配的血型，医院通过电台发布求助
信息，很快得到众人响应，很多爱心人士纷
纷赶去献血救人，最终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这个救人的暖心故事感动了廖振飞，他
也明白了：献血也是可以助人、救人的。于
是，他萌生了一个“行侠”的想法——自己没
钱，不能掏钱帮助别人，但是，自己有一腔热
血，可以以热血渡人，帮助别人，实现自己的

“侠客”梦想。

无偿献血，践行侠客之举

23岁那年，廖振飞在冷水江一家矿业公
司上班，一次参加体检时，他发现自己的血
液竟然与众不同。

“当时，医护人员都不敢相信，连续化验
了6次，才最终确定为RH阴性血。”第一次
知道自己拥有“熊猫血”，廖振飞感到非常惊
奇：“拥有‘熊猫血’的人非常稀少，占比仅为
0.3%至0.4%。”此后，他特别关注“熊猫血”的
常识和信息。

2007年5月29日，献血车开进冷水江锡
矿山，早就梦想以献血“行侠”的廖振飞，积
极响应，勇敢地登上献血车。尽管是第一次
献血，心中有害怕、有担忧、有忐忑，但他还

是坚定地在惴惴不安中完成了人生的第一
次献血。

从此，廖振飞踏上了无偿献血的“行侠”
之路。每隔半年就去冷水江市、洞口县城等
地献血。

2017年，廖振飞通过查阅资料得知，献
血分两种：一种是献全血，直接从血管中抽
取一定量的血液；另一种是献成分血，采集
血液中的某一种成分，其他血液成分还会
回输给捐献者。根据规定，前者两次献血
时间间隔半年以上，后者献血两次间隔不
少于2周。

“14天就可以献一次，通过捐献血小板
可以救助更多的病人。”于是，廖振飞从以往
的献全血，转为献成分血(血小板)。

“每次想到患者因缺血而面临生命危险
时，我就着急，想尽量多献血。”

2022 年 4 月 4 日，洞口县石江镇一名 8
岁的“熊猫血”男孩被高压电烧伤。救治小
孩，急需大量输血。廖振飞得知消息后，主
动到医院献血，并利用自己的渠道迅速联
系“熊猫血”志愿者，共同为小男孩献血。
经医护人员紧急救治，小男孩最终脱离生
命危险。

一次献血就可能救一个人，廖振飞的
110多次无偿献血，已不知挽救或延续了多
少生命，他的义举已深深感动无数人，被无
数受助者永远铭记，市中心血站初步跟踪了
廖振飞“熊猫血”的受助人：杨某，男，57岁；
何某，女，60岁；刘某，男，70岁；朱某，男，86
岁……

（下转5版）

助人为乐的“熊猫侠”
——记“中国好人”廖振飞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何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