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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钱塘江畔，90

多位2023年度“杭州好人”走上红毯，他

们自信、温暖的身影为这个春天留下最

美注脚。

活动现场，一张张人物海报集中展

示了 92 名 2023 年度助人为乐类、见义

勇为类、诚实守信类、孝老爱亲类、敬业

奉献类“杭州好人”及“杭州好人·千万工

程耕耘者”的鲜活事迹，并通过视频展

播、情景重现、交流互动，分享了他们的

心路历程。

“杭州好人”，扎根各行各业，书写真

善美，诠释大德大爱。多年来，一批批

“杭州好人”给社会带来了感动、给杭州

带来了荣誉。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

老爱亲、敬业奉献，层出不穷的“杭州好

人”，感召人们见贤思齐、择善而从，打响

了“最美杭州”精神文化品牌，逐渐形成

“人人崇德向善”的群体共识。

本报记者 俞刘东 文/摄

2023年度“杭州好人”闪耀钱塘江畔

“警察叔叔，爸爸一天没回家了，我们没吃饭，好饿⋯⋯”9 岁男孩报警背后，是一个单亲爸爸带着两个娃在异乡生活的努力和不易，让人泪目（详见本报 4 月 10

日3版《“我和妹妹没吃饭”》）。

此事见报后，不少读者牵挂着这对幼小的兄妹，大家纷纷在潮新闻客户端、钱报官微和钱江晚报在各大平台的分发账号中留言鼓励，总数近万条，“加油，晴天总

比阴天多！”类似话语数不胜数。

有人想捐书本、学习用品，还有人希望资助晚餐。一位杭州妈妈直接给记者转了500 元钱，想作为“兄妹小食堂基金”；而富阳当地教育局、妇联、社区也都积极

行动起来⋯⋯

“请记者帮我转达，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爱心。”孩子的爸爸向本报表示，暂时不接受大家的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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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书廉洁华章，扬清风正气！

昨天，第二届“南孔杯”廉洁文学创作大赛

颁奖活动在衢州江山举行。

本届大赛由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社、浙

江省纪委监委、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

省作家协会主办，衢州市纪委监委、衢州

市委宣传部、中共江山市委、浙江浙法传

媒集团承办。

该赛事的举办，对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的重要论述精神，赓续南孔文化，不断创

新廉洁文化传扬形式，打造“南孔清风·勤

廉衢州”鲜明标识，持续擦亮具有省域辨

识度和全国影响力的廉洁文化“金名片”

具有积极意义。

大赛以“方寸之间有江山，字里行间

品廉礼”为主题，深入挖掘南孔文化及其

蕴含的“勤廉”元素。自 2023 年 8 月 12

日正式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

应，共收到来自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创作者的作品2160篇。经过三轮审慎公

正的评选，最终56个奖项归属一一揭晓，

其中《家事·家风》荣获散文类一等奖，《追

悔》荣获小说类一等奖。 许金妮

第二届“南孔杯”廉洁文学创作大赛揭晓奖项

2160篇作品书写浩然正气

兄妹小食堂
暂定社区餐饮店

社区民警陈伟钧最近一直关注着孩子的动态。他

和孩子爸爸商议过，能否在租房周边，找到一两家品质

有保证且长期可以提供送餐服务的餐饮店。

陈伟钧告诉记者，他们最早就和孩子家楼下的沙

县小吃店联系过，老板表示孩子们可以尽管来吃饭。

但考虑到长期吃单一面食，营养不够均衡，还是需要以

荤素搭配的饭菜为主。目前，他们又联络了与孩子家

隔了一条马路的米当家快餐店。

金秋社区书记徐晓华说，目前社区没有固定的老

年食堂，社区周边还有一家餐饮店也在考察中，看是否

能为孩子们送餐上门。也就是说，兄妹小食堂的第一

站，很可能落脚在社区餐饮店。

陪伴不缺失
社工妈妈帮帮团到位

孩子的吃饭、接送问题尚且可以解决，但是亲情的

关爱和陪伴不可或缺，这对孩子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

“这一家人住到我们辖区才 3 天，孩子报警后，我

们第一时间上门并将持续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最

近，富阳区妇联、社区工作人员已经多次上门看望、买

食物给孩子。

徐晓华说，每一次看望后，大家一个深切的感受

是，孩子们最需要来自妈妈的爱，这份陪伴无可替代。

但孩子父母已经处于离异状态，如何最大程度上弥补

亲情和爱的缺口？

“我们社区里有很多妈妈社工，都懂照顾孩子，晚

上值班社工可以上门去孩子家看一看，了解孩子们吃

了没有，吃得好么，今天高兴吗，身体好不好⋯⋯”在徐

晓华的倡议下，很多妈妈社工已经第一时间响应，将作

为第一批“帮帮团”妈妈上门陪伴孩子。

孩子父亲：
好意真的心领，资助暂不需要

昨天傍晚，本报记者联系上孩子爸爸。他正在出

车，首先表达了对钱江晚报的感谢。

他告诉记者：“昨晚，孩子学校的校长、班主任，还

有教育局、妇联、社区街道等都到我家里来询问情况，

一起商量孩子的接送、晚餐问题，目前有个方案是，建

议我把房子租住到学校一百米处的小区，由班主任接

送孩子。”

孩子爸爸说，从四面八方伸出的援手，让他这个异

乡打工人真的很感动。两个孩子的学习、生活能妥善

安顿好，他在前方出车、挣钱会更加踏实。

虽然家庭经济上暂时还不够宽裕，日子过得简朴

一点，但是他想好了：“我和孩子暂时不需要大家的资

助，我想自己再努力一把，再次感谢所有热心人士对我

们家庭的关注和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