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2日，鄞州区百丈街道中山社区“慈善一
日捐”活动现场，来了一对特殊的母子——今年
72岁的居民赵雅飞搀扶着43岁的儿子严达，一
步步踏入社区大厅。

“严达，你又来做好事啦！”几位社区网格长快
步迎上前。严达说不出话，只是紧紧攥着3张崭
新的百元钞票，那是他这次要捐的 300元善款。
与此同时，赵雅飞也拿出了自己和母亲的爱心善
款。这样的画面，已在15年间无数次上演。

用笨拙的双手
捧出纯粹的善意

严达是肢体及智力二级残
疾人，因为出生后不久的一场高
烧，他的语言和行动能力都受到
了影响。连系鞋带这样简单的
动作，他都要尝试十几分钟，手
指关节因为长期用力而有些变
形，既写不了字，也说不了话。

但就是这样一个行动不便
的人，却有着一颗充满善意的
心。赵雅飞介绍，严达在十几岁
时，看到灵桥下面乞讨的残疾
人，会追着把自己攒的5元钱塞
过去；每次坐公交车，只要遇到
老人，严达都会让座。

每天清晨，赵雅飞都会为严
达准备好早餐，陪着他一起前往
东柳街道阳光驿站。折叠彩纸、
编织手绳。这些对常人来说很
轻松的事，严达做起来却十分吃
力，可他总是非常有耐心。

“在阳光驿站有手工劳动收
入，每个月有10元到15元。我
们帮他攒着，‘慈善一日捐’的时
候拿出来捐款。”赵雅飞说，“每
次我说起要去社区捐款，他就会
特别开心和激动，因为他知道，
这是在做好事。”

“严达，自己留着买点好吃
的吧。”社工小夏劝道。可严达
却轻轻摇头，将钱塞进对方手
中，他虽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但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在严
达简单的世界里，捐款就是最有
意义的事情，是他能回馈社区关
爱的方式。

在严达善举的背后，是一个三
代人传递爱心的温暖故事。

当天，赵雅飞带来的不仅是儿
子严达的心意，还有两份沉甸甸的
善款。一份是赵雅飞自己多年坚
持的捐赠，退休后的她，时常会从
退休金里拿出一部分，用于帮助社
区里有需要的人。另一份来自赵
雅飞的母亲仇阿毛，老人今年105
岁，正在住院，行动不便，但仍嘱托
赵雅飞帮自己代捐。

“我妈妈有一股骨子里透着
的善良，她常说，我们日子过得苦
的时候，有大家的帮衬。”赵雅飞
回忆，自己小时候，生产队每年都
会招募割稻客来村里割稻，每家
每户轮流请割稻客吃饭，轮到自
家的时候，就会买很多平时舍不
得买的菜，但要等割稻客吃完了，
小孩子们才能上桌吃。

赵雅飞说，自己的母亲一生节
俭，有时候甚至很“抠”，为了省下
2元钱公交车费，宁可自己步行2
小时；买衣服总到灵桥市场挑最便
宜的。但老人在帮助别人时却毫
不含糊，自己盖打补丁的旧被，却
把新被子悄悄捐出去。赵雅飞笑
着说：“有次回家发现被子不见了，
她只说‘好的要留给别人’。”

这种“抠门”与“慷慨”的鲜明
对比，成了家风传承的“密码”。仇
阿毛的善意像一颗种子，种在家人
的心里。

赵雅飞也是公益路上的“老
兵”。她退休前是宁波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退休后任市慈善总会
副会长。“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
余，能帮就多帮一点。”她常把这
句话挂在嘴边。儿子两次走失都
被好心人送回，这份感恩，也让她
更坚定了做公益的决心。

中山社区党委书记孙秋霞表
示，15年来，赵雅飞一家的爱心捐
款，几乎成了社区每年的“固定节
目”，最初有人不解：“严达自己就
是最需要被帮助的人，为啥还要捐
款给别人？”但慢慢地，越来越多人
被这份纯粹的善意打动。

赵雅飞解释道，是父母亲在日
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让慈善的种
子在一家人的心中生根发芽，其实
他们一家子的捐款微不足道，慈善
不仅仅是给予物质上的帮助，更重
要的是传递一份正能量，激发更多
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

记者 马佳威
通讯员 倪馨怡 邱可依

三代接力传承大爱家风

温暖火种照亮互助之路

她带着母亲的嘱托
搀着残疾的儿子
来到社区捐款

一家三代人的
“慈善一日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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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二人的家中日常。

赵雅飞（右）和严达（中）在社区“慈善一日捐”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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