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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单、取货、送货……
洪成木是一名普通的外
卖员，他又不同于其他外
卖员，在送单之外，他会
在大街小巷留心寻找走
失者，4年多来，他义务帮
助111名走失者与家人团
圆，点亮他们的回家路。

在同事眼里，洪成木
是“超人”小哥，每天送
餐，骑着电动车要跑一
两百公里，却能一次次
在奔忙中，发现走失人
员 ，还 帮 他 们 回 了 家 。
洪成木先后荣获“全国
岗位学雷锋标兵”“福建
省五一劳动奖章”“福建
省 第 一 批 最 美 快 递 小
哥”“福建省职工职业道
德建设标兵个人”和今
年 第 三 季 度“ 福 建 好
人”，央视主持人白岩松
也为他点赞。

38 岁的洪成木摆手
说他不是为了荣誉，他始
终觉得，这只是举手之
劳，他只是在人群中多看
了一眼，看到了那份走失
的无助；他只是感同身受
地希望全天下的家庭都
能团圆。在帮助那么多
走失人员踏上回家路之
后，他发出肺腑的感慨：

“希望天下再也没有走失
的人。”

11月27日，海都记者
来到泉州南安霞美镇，找
到了这位被同事亲切称
呼为“阿木”的外卖小哥。

超人小哥 点亮走失者的回家路
38岁的泉州外卖小哥洪成木，4年来“兼职寻人”，义务帮助111名

走失者与家人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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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什么英雄，就
是一个守桥人”，54岁的黄
建宏反复强调，作为锦江大
桥的管理员，他的本职工作
就是守护好这座大桥，保障
桥上、桥下的安全、畅通，尽
心竭力延长大桥的使用寿
命。

从 1996年大桥正式动
工，黄建宏就参与其中，一
天天过去，他见证了大桥的
建成通车。后来，他成了大
桥的管理员，每天与大桥朝
夕相伴，这座大桥已经深深
烙印在他的骨子里。为了
抓拍违法超载冲击桥墩的
采砂船，他自费买了一台相
机，冒着风险为执法部门拍
照取证；为了维修磨损的吊
杆，他自费采购新的吊杆，
自学安装维护技能。今年8

月，有大桥质检公司专门送
锦旗称赞黄建宏的敬业守
桥精神，“守桥倚公不倚私，
助人以行不以言”。

“这座大桥就像我的孩
子一样，一天没见，我就很牵
挂”，黄建宏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一天 24小时，
除了晚上回家睡觉，他三分
之二的时间都在管理站度
过，除夕夜家人围炉后，他也
会赶回管理站值班。

今年 10 月份，黄建宏
获评第八届（2023）福建省

“道德模范”（见义勇为）。
“老黄之所以让人感

动，就在于他的敬业。”郭全
益表示，25年来，黄建宏正
是在平凡的守桥工作中认
真坚守、无私奉献，才成就
了他不平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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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宏语速很快，为
人豁达，始终给人一种救
人硬汉的形象。同事小郭
说，在硬朗的外形下，老黄
其实有着一颗非常柔软的
内心。

当碰到摔倒的老人扶

不扶成为一个社会话题
时，黄建宏用自己的行动
告诉世人自己的答案。
2023 年 10 月 19 日上午 12
时许，一位七旬老人骑着
自行车往锦江大桥行进，
还没上桥，老人就在桥头
限高处跌倒。黄建宏看到
后马上跑过去扶起老人，
并劝其到站里休息，老人
却固执地要去买遥控器。
无奈，黄建宏只能骑着电
动车跟在老人身后，将其
护送下桥。

一个多小时后，老人
摇摇晃晃骑车折返，在大
桥中间位置连人带车再次
摔倒。“老人这次摔得比较
严重，手臂还在流血”，黄
建宏赶紧和同事过去将老
人扶到管理站，并报了

警。在站里，黄建宏给老
人包扎止血，拿饼干茶水
给老人充饥。事后，他还
自掏腰包雇了一辆三轮
车，将老人安全送到家。

作为一名从国企工人
转岗的守桥人，黄建宏每
个月的工资并不高，但是
碰到困难群众，他总是愿
意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
2000 年，一位四川籍务工
人员无盘缠回家时找上
他，他二话不说资助其返
乡；2020年，一名重庆籍务
工人员遇到经济困难，他
再次慷慨解囊。20 多年
来，他先后资助困难人员
6000多元。“每个人都有需
要帮助的时候，能帮一把
是一把，我相信换作别人
也会这么做。”黄建宏说。

有大爱 遇到困难人群慷慨相助 有担当 以站为家守护大桥25年

阿木的助人故事，还
有很多很多。

我们采访的当天上
午，阿木还在帮助一名拿
着木棍很有戒备心的男
性走失者。这名来自江
西九江的走失者，父母已
先后离世，在阿木的两次
努力下，联系上他的远房
堂哥以及老乡，很快就可
以踏上回家路。

寻人的这些年，阿木
把自己第一次成功找到
走失者至今的每一起寻
人事件，都一笔一画记录
在普通的白纸上。两张
白纸，111人，密密麻麻的

信息背后，是一个个家庭
重新团圆的故事。在这
当中，每一次阿木提供
了重要线索后，家属或
多或少都会拿出一些钱
表示感谢，至今他却没
有收下过一分。如今他
已经加入了公益寻人的
队伍，而且还成了“抖音
寻人志愿者”，寻人从线
下延伸到线上，眼光也
从泉州扩大到全国，继续
行走在救助他人的路上，
为平台先后提供 5000 多
条线索。

“我们送餐对时效要
求很高，有时候为了帮忙

找人，肯定会耽误送餐时
间，但是帮助走失者和家
属团聚，这份快乐是多少
钱都买不到的，少接一两
单，没什么大不了的。爱
心不分大小，公益人人可
为。我会以自己的方式
坚定地走下去，为公益寻
人增添一份希望，传递一
份力量。”阿木说，自己个
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希望有更多人关注走失
人员，更多人加入公益寻
人的队伍，也许一个举手
之劳，就能让一个家团
圆，让身边的走失者都能
回家。

从那个时候开始，阿
木萌生了想法：送餐的时
候都是走街串巷的，只要
多留意一下，一旦发现走
失的人员，可以联系警方
或者家属，帮他们回家。
从那以后，每次等餐的时
候，他就会用手机刷寻人
新闻。每天在城市里穿
梭，他开始对停留在路边
的人多看几眼。 4 年多
来，阿木义务帮助 111 名
走失者与家人团圆，这当
中有老人，有中年男子，
有年轻女子，甚至小孩。
而让阿木最难忘的是一
个“时髦女子”。

阿木回忆道，那是
2019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当时他刚刚取完餐，送餐
经过南安霞美镇军民连
心路时注意到，路边一名

年轻时髦的女子正在东
张西望，眼神慌张。种种
迹象令阿木怀疑这极有
可能是一名走失人员，可
因为对方是单身的年轻
女性，想上前询问的阿木
怕被误会是要搭讪，于是
着急送餐的他就离开了。

果然在当晚晚饭时，
阿木看到了一条寻人启
事，里面的照片和白天自
己看到的“时髦女子”一
模一样，并且还是一名智
障人士。阿木无比自责，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白天
考虑太多了，哪怕只是简
单上去搭一句话，他也能
做出判断。想到这里，阿
木已经无心吃饭，放下吃
了一半的碗筷，立即电话
联系了女子家属，此时家
属还在泉州市区的西湖

公园一带苦苦查询监控
画面。

阿木与女子家属在
南安市霞美派出所会合，
查看监控后这名女子的
身份得到了家属的确认，
这也令阿木更加后悔至
极。用他的话讲，当时真
想给自己一巴掌，怎么就
没上去多问一句？好在，
南安霞美不算大，而且自
己特别熟悉，于是他在朋
友圈一求助，很快就有微
信好友联系阿木，助他再
次找到了这名女子，并顺
利将其交给了家人。此
时，女子已经走失了两天
两夜，累得筋疲力尽。

有了这一次的经历，
阿木意识到了沟通的重
要性，也变被动寻人为主
动找人。

阿木是南安霞美温山
村村民，初中毕业后就辍学
了。他在工厂干过，也送过
快递，2018 年进入送餐行
业，成了一名“外卖小哥”。

南安市触手可得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霞美站站长黄艺
亭说，阿木做了很多好人好
事，“在还没有真正帮助走失
者以前，他路遇流浪汉，都会
主动掏腰包给他们买吃的。
阿木为人心善、仗义，是值得
深交的朋友”。黄艺亭告诉
记者，近年来，公司要给阿木
加薪水，但被拒绝了，阿木说
自己“不务正业”去寻人，觉
得自己“不称职”。

阿木是海都老读者，
2009年前，家里就订了海都
报，养成了看新闻的习惯。
看报之余，阿木也喜欢在手
机上看新闻。一次，阿木偶
然发现“今日头条”的寻人
栏目，它经常会发布一些全
国范围内的寻人启事，其中
也可搜索到泉州。阿木开
始留意起里面的走失人员。

2019 年 1 月 7 日，泉州

丰泽北峰有个患精神障碍
的男子走失了，家人于隔日
在网上发布寻人消息。1月
10日晚10点半，阿木送餐经
过一个红绿灯路口时，发现
坡下的一个男子有点面熟，

“这个男子到现在我还印象
深刻，穿着拖鞋，看上去 30
多岁，留着胡子，长得很帅
气，我便停车与男子交流了
几句，确认了他就是走失
者。因为手上还有餐要急
着派送，我选择了报警。”隔
天一早，阿木打开寻人栏
目，查到和前夜男子吻合的
寻人信息，打电话过去核
实，得知当晚南安市公安局
霞美派出所的民警已经将
走失者送回家。

“原来只要多留心，就能
帮到人。”这样一次偶然的经
历，让阿木感触很深并意识
到，有时候一份小小善意，也
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影
响一个家庭的走向。“很多走
失者，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可
能只要一次简单的回眸与关
注，他们就能获得帮助。”

谈最难忘 怕误会曾错失帮助机会，让他无比自责

谈及感想 一个举手之劳，让一个家团圆

谈第一次
原来只要多留心，就能帮到人

（上接A04版）

2023年8月8日下午，黄
建宏拽住一名跳桥轻生少年，
成功将其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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