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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晚，“崇贤有礼 致敬最美”衢州市道德模范

暨第十一届“最美衢州人”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如约而至。

无论是平凡岗位上的执着坚守，还是生死瞬间的毅然抉

择，或是倾注一生的点滴奉献，在这些衢州人身上，再次

看到了什么是大爱无疆、英雄无悔、医者仁心⋯⋯

从2012到2023，“最美衢州人”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已

走过十一年，一张张“最美”面孔汇成了这座有礼之城的

群体像。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衢州从不缺少英雄，也许有

人会问，衢州人的性格，究竟从哪里来？

2004 年秋天，时年 80 岁的金庸回访母校衢州一中，

谈及衢州人，老先生用了四个字——“温雅豪迈”。这组

稍显矛盾的词，既道出衢州人地处金衢盆地的安逸，也彰

显了衢州人志在四方的豪情。

有人说，衢州人的性格里有南迁孔氏带来的谆谆儒

风，也有西汉初年依山建城养出的尚武文化；还有人追本

溯源，认为衢州人骨子里就埋藏着 3000 年前追随勾践吞

吴的姑蔑人的冒险精神。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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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芸 通讯员 冯琳

咬定青山不放松，衢州人一向是坚

韧的。衢州曾经是控扼浙西的军事要

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多少名将面

对这座坚城和同仇敌忾的军民，也只能

望衢江水而兴叹。

在衢州城的最高点府山公园内，一

座纪念碑特别为人瞩目——衢州六烈士

纪念碑。他们是原中共闽浙赣区（省）委

城 工 部 衢 州 中 心 支 部 的 六 名 成 员 。

1947 年，这群平均年龄还不到 26 岁的

年轻人，通过组织学生运动等方式传播

进步思想，甚至在开化、江山等地拉起了

3支游击武装。

1949 年，随着平津战役进入尾声，

衢州地方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愈发癫狂。

江文焕、林维雁等六人先后被国民党特

务逮捕，但无论何种酷刑，六人始终守口

如瓶，林维雁还在狱中写下“两只脚站

着，比四只脚爬着要自由”的诗句。

六位先烈尽管未能等到衢州解放，

但他们的精神驱褪了衢州黎明前的黑

暗，也鼓舞了无数后继者为此继续拼搏

奋斗。

他们中，有主动要求下放当时血吸

虫病疫情最为严重的衢州常山县，并把

全部精力投入到常山医疗卫生事业的胡

兆富；有担任村支书 20 余年，带头捐款

为村民办校、修路、改造，退休后又拿出

40 万元终生积蓄，始终要为村民办实事

的贵海良；更不用说有冒着丢官风险，满

足群众需求，毅然拍板给路边摊市场“开

绿灯”，最终造就世界小商品市场的谢高

华。

在衢州发展历史的洪流中，涌现出

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背后，是不怕

苦、不服输的刻在衢州人骨子里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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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改革先锋”衢州人谢高华为义乌注

入了商业基因，那衢州人可以说是浙商的渊薮。

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衢州孕育出了具有地域特

色的“龙游商帮”，曾被誉为“浙商之源”。

宋元时期，“龙游商帮”在衢州兴起，到明中叶，

龙游商人通过低调务实的拓展，在珠宝、印刷、采矿

等行业中占据龙头。东到沿海，西到云贵，甚至日

本、吕宋（菲律宾）等地都有龙游商帮的足迹，成为

“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且是其中唯一以县域命名的

商帮，缔造了“无远弗届，遍地龙游”的商业传奇。

在儒学影响下，他们大多主张以义取利、诚信

为本。清末民初市场趋乱，当地老店“姜益大”棉

布店仍然坚持“货不二价”的经营方式，从不搞漫

天要价。当时假银元一度猖獗，但只要是盖着“姜

益大”钢印的银元，便可在市场上通行无阻。对于

衢州商人来说，信用不止是一句口号，更是坚决贯

彻的商业理念。

“财自道生，利缘义取”，衢商以百折不挠进

取、以众帮众协作成就了繁荣，开放与包容的文化

基因至今流淌在衢州商人的血液之中。

在衢州，无麻饼，不成喜。老衢州人的印象里，

“邵永丰”麻饼铺是放一个炭炉在街上，现烤现卖的

店铺。然而，这个创立于清代光绪年间的品牌也曾

没落。为了保住这块招牌，17 岁进入邵永丰学艺

的徐成正，注册商标，召回部分老员工，建厂房，开

始走上重振“邵永丰”之路，并逐渐发展壮大。

老字号既不能丢老味道，又要符合现代健康

理念。徐成正坚持人工操揉粉和面、圆饼滚形、竹

匾上麻等工序，同时改良灰尘大的吊烤炉，引入

ISO9001等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加强创新研发。

如今，“邵永丰”在全国建立 29 家门店，带动

3050 户农户就业，培养出非遗传承人 129 人，企

业年销售额达3800万。

而在衢州，许多徐成正们以壮士断腕的勇气，

汰旧换新，拥抱变化。这是衢商们一脉相承的“衢

州经验”，秉持着“崇学尚礼、义利并举、知行合一、

经世致用”，在商海弄潮中实现一次次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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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推动衢州人精

神代代相传的关键，正在于人。

随着孔氏南渡，儒家礼文化在衢州开枝

散叶，人们开始建庠序、请鸿儒、讲论经书。

理学家徐霖、史学家马端临等一大批出身寒

门才能杰出的士子在衢州初露头角，他们助

推着知书重礼的文化价值成为社会普遍风

气，润物无声地浸润着一代又一代衢州人。

德立而百善从。2011 年，常山老人占

祖亿从湍流中救起落水男孩，自己却不幸遇

难，被誉为“最美爷爷”。同年寒冬，衢江的

三位老师陈霞、姜文、江忠红，几经波折，终

于找到煤气中毒的母子 3 人，将他们从死亡

边缘拉了回来，被誉为“最美教师”⋯⋯

为了发现身边的美，从那时起，衢州将

“最美衢州人”培育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主要抓手加以推进，激励更多人向

着真善美不断前行——赴汤蹈火铸就最美

逆行者丰晨敏；行车途中被倒下的路灯杆击

伤，强忍剧痛安全停车保护 26 位乘客安全

的公交司机毛志浩；抗疫 3 年，同心战疫的

城市守护者战疫先锋团队⋯⋯11 年间，衢

州涌现出近千名身边好人，数万件凡人善

举，不到230万人口，志愿者已超70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组成的国情

考察组在《衢州样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与道德文明建设的实践和创新）》中这样

写道：衢州“最美现象”的群体性呈现，是偶

然中的必然。这源自衢州的人文土壤、历史

积淀和社会环境的孕育，源自衢州市委、市

政府对道德建设的常抓不懈，源自全体衢州

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践行。

发现最美、传递最美、践行最美，11 年

来，一个个凡人善举推动着衢州人精神的成

长和升华。

从“诚信、责任、仁爱、奉献”的衢州人核

心价值观，到“崇贤有礼、开放自信、创新争

先”的新时代衢州人文精神，通过自上而下

的引领，自下而上的自发，衢州人把“仁爱”

的价值信念，转化为“见贤思齐”的道德自

觉，以知行合一的实际行动，汇聚起向上向

善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种精神力量是对 9000多年文明积淀

的深刻展示，是对 1800 多年风雨洗礼的深

刻回应，是对 800 多年儒风浸润的生动体

现，更是当代衢州人敢为人先、勇创一流的

生动实践。

一个地方的发展，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

撑。面对“建设四省边际中心城市、打造四

省边际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战略目标，衢州

人正将“最美”精神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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