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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不会忘记这些
山东好人：惠民县的高元
岭，用手破冰救出落水的
一名妇女和两名儿童，自
己则体力耗尽；河深水
急，聊城人何同猛和同事
一起救出落水老人，自己
却沉入水中；潍坊人杨传
义，在湍急的沟渠中几次
将落水少年的头部托出
水面，少年获救，他却再
未上岸；青岛人李士存，
跳入大海救出两名落水
者，自己却因体力不支被
海浪吞没；德州人孟祥
斌，成功救起跳江轻生的
女子，自己却付出了年轻
的生命……

　　从北京到南京，宁阳在当中，有人叫它
中京。2024年5月至8月间，这个泰山之阳的小
县城一下子进入国人的视野，两个“平民英
雄”救人的壮举，感动了无数人，宁阳这
座中京之城成了“精神高地”。
  8月10日中午12时许，在北京打拼多年
的山东宁阳小伙栾留伟，为给3岁的二女儿
过个快乐的生日，来到河北廊坊市固安县
永定河段游玩。他刚落脚就看到，一名男
子和3个孩子在水中挣扎，没有半点犹豫，
他本能地冲进深水区。先是奋力把3个孩子
托举到岸边，接着，再次返回深水区救那
名男子。此时，他因体力不支，沉入了深
水中。他3岁的女儿在岸边呼喊着爸爸，嗓
子嘶哑了……
  他的善行拨动了北京人的心弦，许多
人自发来到位于海淀区西二旗的北京羊蝎
子火锅店门口，带着家人或朋友来到英雄
生前经营的这家餐馆，或表达敬仰、追
思，或表达支持、资助。
  8月20日，栾留伟的棺椁从河北固安县
送回宁阳，群众手持菊花，洒泪迎接归来
的“宁阳好人”。宁阳县委、县政府追授
栾留伟“新时代宁阳模范”称号，向栾留
伟亲属发放慰问金100万元。21日，县里为
栾 留 伟 在 宁 阳 县 烈 士 陵 园 举 行 了 安 葬
仪式。
  栾留伟的事迹传开后，在社会上引起
广泛关注。许多人把栾留伟与4个月前宁阳
另一位救人英雄王龙联系到一起。
  5月3日下午2点许，在淄博市博山区池
上镇西池村一处河边，一名小男孩和母亲
玩耍时误入深水区。当时，王龙正和自己4
岁的儿子在河边，见状他推开身边自己的
孩子，“嗖”地扑入水中救人。他先把离
岸边最近的孩子母亲救上岸，又返身进入
河里托举起落水男孩，用生命中的最后一
丝力气，将孩子托举上岸，自己却跌落水
中。他4岁的儿子连哭带喊，拼命叫着水中
的爸爸……
  5月8日，王龙的灵车抵达京台高速宁阳
东出口，众多群众在高速出口迎接英雄回
家。宁阳县委、县政府追授王龙“新时代
宁阳楷模”称号。5月9日，县里为王龙在宁
阳县烈士陵园举行了安葬仪式。
  栾留伟3岁的女儿、王龙4岁的儿子，在
水边呼喊爸爸的焦急声音，至今还在人们
的耳畔回响着，尽管稚嫩却响彻云霄……
两位英雄同是泰山之阳的宁阳人，可能生
前并不相识，但他们有一个共同选择，危
机之时舍命救人；他们是一个姿势，毫不
犹豫跳入水中；两个宁阳人，一起感动了
中国。
  泰山的魂魄孕育了他们义薄云天的气
质，在他人生命危急的时刻，把命交了出
去，别无选择。他们的选择重于泰山，他
们的死也重于泰山。

骨骨子子里里的的好好人人

  9月3日下午，来到栾留伟的老家宁阳县

堽城镇良村，进院入堂屋，首先看到的是
栾留伟60多岁的父亲。他满头白发，面容憔
悴，尽管儿子已去世近一个月，但一提起
来眼泪就涌出了眼眶。他不想让人看到他
流泪的样子，就用手背去擦，但不听话的
泪水越擦越多，沿着他深深的皱纹流到下
巴上。
  他几年前患过脑梗，没有过多的言
语，只是说：“留伟从小就知道行好，见
不得别人受苦，那年他才6岁，有一回从家
里拿了一摞煎饼往外跑，我在后面跟着
他，看他给谁。他去了场院里一个草垛
边，把煎饼给了一个讨饭的老太太。那时
候家里都很穷，玉米面的煎饼自己家都舍
不得吃，他可怜人家，心眼里善哪，忒善
了！”
  “ 孩 子 的 善 根 可 能 受 了 奶 奶 的 影
响。”栾留伟70多岁的大爷栾井忠说，留伟
的奶奶1926年生人，是村里有名的善人，那
时家里很穷，她能把缸底的口粮给邻居，
把自家仅有的棉花给邻居。“隔辈亲，打
断骨头连着筋”，留伟出生时只有二斤八
两，全家人以为孩子太小，活不成了，奶
奶坚定地认为孙子一定能活。天气冷，滴
水成冰，家里又没柴点炉子，奶奶就把留
伟放到棉裤腰里，让他贴在自己的肚皮上
取暖。奶奶的“裤腰暖箱”暖了他一个冬
天，留伟才活了下来。
  此后奶奶更加疼爱留伟，手牵手带着
他，形影不离。奶奶给他讲好人的故事，
还讲村名的由来：从前有一个赶考的人路
过村子时病倒了，他身无分文，但村里人
让他到家里住，给他吃喝。后来这个赶考
人中了举人，送来了喜报，称这里是“善
良之村”，后来大家都叫良村。
  在吃食上，奶奶更疼孙子，有块饼、
有个呱嗒总是放到褂襟里的口袋给他留
着。家里熬玉米糊涂（玉米粥）有时会加
一把黄豆，奶奶喝糊涂时残缺的门牙成了
笊篱，把豆滤在碗底，末了再倒到孙子的
碗里。家里一年到头吃不了几回好饺子，
肉饺子更是稀罕，年三十晚上也吃不饱，
有一年过年，留伟靠着奶奶吃年夜饭，发
现自己碗里的饺子皮少肉丸多，他以为下
饺子的时候皮破了，等吃完看看奶奶碗里
的饺子全是面皮儿，原来是奶奶用筷子把

饺子掏了洞，把肉丸掏给了他。
  爱出者爱返，20 2 0年9 4岁的奶奶病
重，留伟从北京回到家里伺候奶奶，他不
让任何人插手，自己给奶奶做饭、煎药、
洗衣、洗手、洗脸、剪指甲。他还常常守
在奶奶的床头边，数着奶奶的白发和皱
纹，数着数着就泪流满面。奶奶去世时，
留伟像掉了魂一样，好几天不吃不喝。后
来的几年里，不管谁提起奶奶，他的眼睛
立马发红淌泪。
  眼前坐在马扎上的是栾留伟的妹妹栾
俊华，说到哥哥她泪眼婆娑：“我们村西
边就是月牙河水库（现为宁阳月亮湾公
园），哥哥小时候每到夏天，经常和小伙
伴们到水库游泳，他十多岁那年，看到邻
村一个孩子在水里淹着了，一沉一浮喊救
命。我哥哥不顾一切游了过去。他想在水
里托起那孩子，但人小力弱托不动，就一
只手拉着那孩子的手，另一只手划着水拼
命游到了岸边，他也呛了不少水，差一点
丢了命。没想到，30年后，他这命丢在了
河北的永定河里！”
  “留伟是个热心肠的人，帮村里的
人，帮身边的人，也帮素不相识的人，心
肠‘热’得 把 自 己 都 忘 了 ， 把 家 都 忘
了。”栾留伟妻子薛巧艳的眼睛早已哭得
通红，她对丈夫超出常人的善行没有抱
怨，但话语里流露出痛惜和心疼。
  栾留伟初中毕业那年16岁，只身前往
北京打工。打工的原因是家庭比较困难，
想要补贴家用，他不忍心看到奶奶、父母
再过穷日子。到北京不久，他在动物园服
装批发市场谋到一份货运物流的活儿，送
一包货能挣几块钱。他觉得这钱挣得不
少，给村里的同学、伙伴写信，让他们来
北京一起干。村里一下子来了十几个小伙
子，他带着他们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干活，
扛包、爬楼、蹬三轮车，驮着五六百斤、
堆起来比人高的成衣包裹，奔走在动物园
服装批发市场和物流站点之间。
  两年后，栾留伟的三轮车变成了一辆
二手奥拓，他从老家叫来的小伙子们也发
了点小财，大家都挺欢喜。也就是在这个
时候，他认识了湘妹子薛巧艳。栾留伟吸
引她的是他有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在路
边别人倒车倒不进去，他就帮人指挥，甚
至亲自帮人倒车；有车开进了单行道，他
老远就会追着别人提醒会被抓拍；环卫工
人扫大街杯子没水了，他就会帮忙给人倒
水……在常人看来，这些事儿不是一个外
来打工者该做的，但他就爱这么做，且乐
此不疲。薛巧艳觉得他是当下少有的好
人，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心里踏实。2006
年，薛巧艳与栾留伟结婚了。那时条件
差，他们自己办了个简单婚礼，因为手头
紧，结婚戒指只买了一个，栾留伟说等以
后有钱了，他再买个给自己戴，再成双成
对儿。这些年薛巧艳一直戴那只戒指，而
栾留伟一直到去世也没能戴上戒指。夫妻
戴戒指是对爱的肯定，两人彼此相伴，以
对戒为证。薛巧艳说她会一直戴着这只
戒指。
  后来一段时间栾留伟到海淀区的一民
营医院工作，有两件事让薛巧艳记忆深
刻。一件是，他和院长去西藏，看到那里
的孩子那么苦，其中有一个小学生还有残
疾，他让院长每个月从自己工资里扣200元
寄给那个学生。另一件是，医院的一位同
事的孩子得了血液病，他开始借钱给人
家，后来，治病的费用太大，他发朋友
圈，让亲朋好友捐款，一年下来筹集了十
几万元。
  2017年，栾留伟和薛巧艳决定自己创
业，拿出两人多年的积蓄，在北京海淀区
租了一处店面，加盟了一家羊蝎子火锅。
开店第一年不挣钱，后来又碰上疫情，火
锅店不能堂食也不好打包，赔了不少。疫
情过后，火锅店开始走上正轨，租的店面
却面临拆迁。今年4月他们租了个新店面，
生意慢慢有了起色。但经营的“窟窿”
大，到现在还欠着几十万元的贷款，但他
欠人钱的事从不给人说，笑在脸上，苦在
心里。
  2021年，栾留伟的父亲腰椎病需要手
术，他把父亲接到海淀区的一家医院治
疗，手术很成功，半个月出了院。可出院
后不久，他发现父亲说话不清楚了，腿脚
也不听使唤。再到医院检查是患了脑梗，
只得再入院，又住了半个月。两次住院花
了四万多元，全由他自己从贷款里支付，
没让家里人拿一分钱。出院后，他每天要
用电动自行车把父亲带到店里，由于老人
脑梗处于恢复中，坐车不稳，他让妻子用
绳子把他爷俩绑在一块，车上两个人绑
着，引来许多路人的目光。到了店里忙活
一阵子，再带着父亲锻炼，搀着他在马路
边上一趟一趟地走。当地的居民知道了车
上绑的人是爷俩，弄清了事情的缘由，纷
纷说这个店老板真是个大孝子。为表示支
持，纷纷到他的店里来用餐。
  他们的两个女儿一直留在老家，由父
母帮忙照看，两口子一直很想念孩子，趁
着暑假，他们让13岁的大女儿和3岁的小女
儿来到北京团聚。8月10日这天是小女儿的
3岁生日，薛巧艳看店，让栾留伟带孩子出
去玩玩。没曾想，这个生日竟成了他们父
女永远诀别的日子，女儿看着自己的爸爸
沉入了水中，喊也喊不应……

好好人人以以命命搏搏命命

  栾留伟和王龙同是危难之时勇救落水
儿童的人，而他们自己的孩子在水边痛苦
地看着自己的爸爸逝去，怎不让人心里刺
痛呢？如果人们知道36岁的王龙并不会游
泳，他的救人是以命搏命，谁的心灵都会
被震撼。
  来到王龙的老家宁阳县磁窑镇彩山村
村口，阳光下的青山泛着彩色的光晕。同
行的磁窑镇宣传委员牛凤吉说，村西这座
山的山石夹着壤土隆起，地表植被繁茂，
五颜六色的花草树木把整个山体装扮成一
个 彩 球 ， 因 “ 它 山 皆 青 ， 唯 此 山 是 赭
色”，故而得名彩山，彩山村的村名也由
此而来。
  彩山周围不光景美，古往今来还出现了
许多义士和烈女，家喻户晓的是“弃子救侄，
义退齐师”的鲁义姑。西汉《烈女传》卷五《节
义》之六记载了鲁义姑的故事，大意是，春秋
后期齐、鲁两国常有战事。一次，齐国军队攻
入鲁国北郊，当地百姓纷纷逃入山林避难。
齐军将领发现一农家妇女，怀中抱着一个孩
子，手中领着一个孩子，正跌跌撞撞地往山
林里跑。齐军急追，见她突然把怀中的孩子
放到地上，抱起了领着的孩子。齐军追上问
妇人，为什么扔下一个孩子？妇人说，扔下的
是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儿子，属于私爱；现在
怀里的是娘家侄子，属于公义。齐军将领大
为感动，于是下令停止进攻。故事千百年来
口口相传，鲁义姑的义举在一代代的人中折
射出大善的光辉。
  见到王龙70多岁的小学老师潘士坡，他
也提起了鲁义姑，当地人受到传统文化的影
响，鲁义姑、孔子、孟子以及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中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
有了舍利取义、舍生取义的情怀。特别是王
龙的爷爷当了8年兵，复原回村后一直在为
村里人操心，邻里有什么事，他能放下自己
的事去帮忙。王龙的父亲曾在村里的幼儿园
当老师，后来买了辆农用三轮车给乡亲们耕
地，给不给钱都耕，还帮着困难户收庄稼、打
场。老人们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王龙，与人为善、积极向上的品质
融入了他的血液里。
  王龙的姑夫王海勇是村里的老书记
（现为磁窑镇二级主任科员），他说，彩
山村1000多口人，是多年的文明村，村里没
有打架斗殴的，没有争地边的，没有不孝
顺的，没有小偷小摸，大家平日里互帮互
助，你敬我一心，我敬你一丈，和和睦睦
过日子。村里的孩子们不比吃不比穿，比
学习好不好，哪个孩子考上大学，村里送
匾送奖金。王龙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中，
心里自然慢慢凝结起了正能量。王龙不光
学习好，年年都是三好学生，高中考入了
宁阳四中，周末在家，还帮着家里干农
活、割草喂羊。2006年，王龙考入青岛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后，在青岛打
拼、定居。2016年结婚，孩子如今4岁，在
青岛西海岸新区上幼儿园。
  王龙的大爷王士渠是看着王龙长大
的，他说，王龙从小就像个小大人，见了
长辈远远地就打招呼。他在青岛安家后，
把他的母亲接过去治病（银屑病），他母
亲需要长期吃药，一个月4000元的医药费，
还有儿子的学费，一家的生活费，夫妻两
人做小生意赚不了那么多钱，王龙就晚上
跑滴滴、打零工挣钱。“这么个好孩子咋
就说没就没了呢！他才36岁啊！”老人眼圈
红了。
  在王龙的家里看到，几乎没有几件像
样的家具。西屋是当初王龙的婚房，如今
大红喜字还在，他与妻子的合影还在。王
龙的父亲王士德看着照片大放悲声：“今
天（9月3日）孩子已走了整整四个月了，俺
和孩子他娘到现在也不相信孩子走了，总
想着有一天他会突然回家。俺和孩子他娘
到现在也不相信，从小就怕水、不敢学游
泳的儿子竟然能跳入河中救人？”他哭诉
着，泪水灌满了深陷的眼窝。
  的确，不会游泳的王龙怎么敢跳入河
中救人呢？是人性善良的本能让他为挽救
那个幼小的生命而以命搏搏命。他将孩子高
高举起，孩子获救了，他却不幸遇难，他
用生命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托举。

山山东东好好人人的的底底色色

  栾留伟和王龙是宁阳的楷模、宁阳的
好人，也是宁阳长长的“好人链”中的
一员。
  “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
外和乡里……”周末，舞台剧《宁阳我的
家》在宁阳县人民文艺汇演中心大厅上
演。舞台剧以“乡饮酒礼”为引线，将一
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串联，让人“时光穿
越”般亲历发生在宁阳的一个个故事。遥
远的事情仿佛就在昨天，昨天的故事仿佛
就在眼前。
  台下是近千名观众，台上走来的是宁
阳历史文化名人、好人。西汉时大、小夏
侯学的创始人夏侯胜、夏侯建，东汉建安

七子之一的刘祯，与明朝礼部尚书许彬跨
越时空对话，道出的是他们临危不惧、临
难不苟，为民为国忠心耿耿的丹心。接下
来的“热血宁阳”章节，再现中共地方领导
人许国井下成立宁阳第一个党支部的情景。
然而，1941年4月14日，许国由宁阳八区返回
肥城田家东史村时，被汉奸发现，不幸腿部
中弹，他把自己的子弹打光后，敌人又向他
开枪，他永远地倒在了血泊中，年仅23岁。
  赵福基和马淑贞是夫妻英烈，1946年8月
24日，马淑贞不幸被捕。还乡团用铁丝穿透其
锁骨，刺穿其乳房并坠上秤砣。马淑贞受尽
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最后被敌
人残忍杀害，谱写了一曲共产党员的英雄
赞歌。
  朱蓂阶，著名的抗日英烈，北京大学毕
业的宁阳东庄人。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
委领导抗日群众举行徂徕山武装起义，他曾
率23人在腊月二十三奔赴徂徕山。1942年秋
后，侵华日军在鲁南拉网“扫荡”，朱蓂阶带
领学员、干部、群众在沂南县马牧池坚持反

“扫荡”，他在上岩峪掩护群众突围时受伤被
捕。日军认定他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随
即连夜拷打审讯，一无所获，在第三次刑讯
时惨遭杀害，时年42岁。
  回望宁阳历史，宁阳人为创建新中国和
社会主义建设牺牲了1197位烈士，他们是英
雄，也是大仁大义的宁阳好人。
  好人，犹如一束星光，当多束星光汇聚
到一起，成串成链，群星的光芒就会点亮“好
人之城”。近年来，宁阳有10人获得“中国好
人”荣誉称号。
  “老嫂如母”的黄昌华是宁阳县蒋集镇
郑龙村村民，她从23岁嫁到田家，就肩负起照
顾瘫痪在床小姑子的重担，起早贪黑，像母
亲对待自己的女儿。28年过去了，当初的小嫂
子已变成白发满头的老嫂子，她仍无怨无悔
细心守护，柔弱的双肩一直撑着这个家，用
爱与责任诠释了嫂姑间母女般的亲情。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舌尖”上挑着幸
福指数。“信义兄弟”王长信、王长义拍拍胸
脯，要当百姓的“好粮官”。40多年来，兄弟俩
的“粮”心让百姓受益，他们不仅让群众吃上
了绿色面粉，还琢磨出“粮食代存，粮价随行
就市”法子，让农民们存粮像到银行存钱一
样，得到了“高息”回报。他们还整合周边四
五个村庄6000亩土地，成立粮食合作社，通过

“基地+农户+企业”的形式，统一播种、统一
施肥、统一管理，统一收割，使粮食年产量每
亩达到1500斤，让农户得到了大实惠。
  86岁的“当代雷锋”刘奉阁退而不休，义
务当上了治安巡查员、水电义务维修员、调
解员、情绪疏导员、卫生管理员等，无论大事
小事，他都积极认真去办。他还成立了居民
管委会和志愿服务团，带领团队成员义务维
护治安、维修水电、清理环境卫生、调解邻里
矛盾、为弱势群体捐物捐钱。志愿团有一本

“功德薄”，记录着团员们做的每一件好事，
现在已经密密麻麻记录了1000多件。
  无独有偶，70岁的退役军人孙牧业也热
心公益。退休后，他担任宁阳县鹤山镇的颜
子教育促进会会长，自己省吃俭用却长年资
助教育事业，还长期资助两个困难学生。他
动员爱心人士捐款捐物，促进会累计收到捐
款共272万余元，其中他本人捐款70余万元。
他主动为镇里评选的“好媳妇好婆婆”发奖
品，筹措资金200多万元协助赵庄村、黄山村
修路，参与镇新农村建设。百姓们都夸他是

“最美退役军人”。
  “中国好人榜”上还有：抚养两个遗孤侄
子的宁廷祥，巧手爱心鞋匠韩立奎，拾金不
昧的好人魏宗斌，帮助乡亲们的“沼气迷”张
金英，“献血冠军”张建军。
  一人兴善，众人可激，榜样如微光成炬，
辉映时空，让好人辈出、好事竞涌。90后的宁
阳小伙王冲，在青岛崂山区，面对穷凶极恶
的歹徒“空手夺白刃”，挽救了他人的生命。
全国劳动模范、宁阳县东庄镇南故城村党支
部书记卢运忠，26年来带领全村走通小康路，
让村民过上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山东好人之
星、宁阳县华丰镇东磁东村的陈长伟、李长
春、李长水、杜广泉、代锋、杨传安、杜连军，
为在部队牺牲的烈士李斌照顾年迈双亲31
年，人称“情义七汉子”……
  谁也不会忘记这些山东好人：惠民县的
高元岭，用手破冰救出落水的一名妇女和两
名儿童，自己则体力耗尽；河深水急，聊城人
何同猛和同事一起救出落水老人，自己却沉
入水中；潍坊人杨传义，在湍急的沟渠中几
次将落水少年的头部托出水面，少年获救，
他却再未上岸；青岛人李士存，跳入大海救
出两名落水者，自己却因体力不支被海浪吞
没；德州人孟祥斌，成功救起跳江轻生的女
子，自己却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行文至此，栾留伟3岁的女儿、王龙4岁的
儿子，在水边呼喊爸爸的焦急声音还在回
响。他们怎么喊也喊不应，怎么喊也喊不回
他们的爸爸了。当时他们可能不知道爸爸去
干什么了，不知道疼爱他们的爸爸为什么不
回来了，但是，他们幼小的心灵一定记住了
两个宁阳汉子最后一跃的身影。
  世上有冷漠、麻木，还有戾气。世上
需要热心肠，需要挺身而出的人。
  山东好人的底色是“孔孟之乡，礼仪
之邦”的熏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镌刻，“舍小我成大我”的家国情怀。
山东好人自带光芒，无论走到哪里，总会
熠熠生辉，灿烂而又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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