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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岁的黄宝算，一头
乌黑的卷发，身姿挺拔，衣
着简朴却很干净整洁。

她年轻时是追求者众
多的美人儿，14岁考入越
剧团，1963 年从三明回到
泉州，1965 年正式进入泉
州麻纺织厂，做过供销、财
务等岗位。

从她在三明时，在泉
州工作的二哥二嫂就反复
叮嘱母亲，要严防小妹身边
的“狂蜂浪蝶”，一个都不能
答应。因为他们给她看好
了一个超级优秀的人。

回泉州后，黄宝算见
到了那个“超级优秀”的人
——黄百合，毕业于大连
海运学院，是广州远洋运
输公司的船长。当时黄宝
算每个月工资 26元，厂里
高级工人一个月也才 36
元，黄百合每个月工资加
补贴能拿到好几百元。

然而，黄宝算看不上

他，因为他大她 9岁，而且
一年有10个月在海上漂。

但是，家里人全都认
定了他，不是因为他收入
高，而是因为这个男人非
常有责任心。黄百合有 7
个弟弟妹妹，因为家里
穷，小时都送人了。他工
作以后，把 7 个弟妹全找
回来，一个人撑起一个
家，为此也蹉跎了自己的
终身大事。

两人认识以后，黄百
合常常给黄宝算写信，写
海上风光、船上生活，也写
在海风吹拂的夜里，他深
深思念着远方的家乡。

1968 年，黄宝算决定
嫁给黄百合，结婚前发生
了一件让她感动至今的
事。因为黄宝算四个哥哥
有两个在外地，他们想轮
流赡养母亲，但从小就和
母亲相伴的黄宝算舍不得
母亲奔波，想和母亲一起
生活，黄百合也很支持。
于是，那一年，老家在南安

的黄百合，花了 4000元在
泉州市中心买了套房子，
安置妻子和岳母。

黄百合真的很爱家爱
妻子，他在船上给妻子写
信还不够，还要常常给妻
子打电话。刚开始打到单
位，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
给家里通上电话。去到哪
个国家，就想着给妻子带
些好东西，新加坡带个钟，
日本带一辆自行车，还有
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品牌的
连衣裙。

黄宝算也为丈夫解了
后顾之忧。1978年，黄宝
算的母亲中风，孩子们都还
小，她一个人又是工作，又
是照顾老人拉扯小孩。一
直到 1986年母亲过世，她
都把家照顾得很好，两个
孩子后来也都上了大学。

结婚后，黄百合每个
月的工资都寄给黄宝算，
但是，工资的一大部分要
用于他弟妹的婚事和家庭
补贴上。黄宝算还帮弟弟

妹妹养过好几个孩子。
然而，正是“长嫂如

母”的生活，养成了黄宝算
的热心肠，她在厂工会，特
别关心职工的终身大事。

麻纺织厂女工多，她
就找蜜饯厂、面粉厂一起
开联欢会，给大龄单身男
女搭线。她做媒配对了许
多恩爱夫妻，有的跟她走
动得像亲戚，她生病住院，
人家像儿女一样守着她。

退休后的黄宝算，被
鲤中街道奎霞巷聘为“街
巷长”，她十分热心帮助邻
里。5年前，家门口修路，
黄宝算天天煮茶给修路的
工人喝，一煮就是3个月。

“我虽然性格外向，但
其实挺乖的，大事上挺听
话，也很重感情。”黄宝算
说，她一生能这么幸运、顺
利，得益于年轻时听话，嫁
了一个有责任心、重感情
的老公，结婚几十年，夫妻
同心，经营共同的家庭，爱
护双方的家人。

乖巧听话
她嫁给“超级优秀”有钱人

疫情防控期间，黄宝算被社区评为“热心居民”

年龄：76岁
职业：泉州麻纺织厂
感言：只要有心，啥事都能解决。

人物：黄宝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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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安，只要留心就能
发现：有一名银发矍铄老
人，总是骑着一辆老式自行
车走街串巷，上山下村。不
管是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
寒风凛冽的冬天，他从未停
下脚步。老人叫陈欠水，今
年 80岁，先后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残联系统
先进工作者”“全国残疾人
扶贫先进个人”“全国最美
志愿者”“全国职业道德先
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等诸多荣誉。荣誉的背
后，是他践行党员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陈欠水参军后在部队
摸爬滚打了 18 年。陈欠水
回忆，入伍两年，他就入了
党，第三年就因为乐于助
人、不怕吃苦，被评为“学雷
锋”的标兵，还因此接受过
毛主席的接见。转业到地
方后，先后担任惠安县老区
办、县残联领导职务，在这
些岗位上，陈欠水一心只装
着贫困乡亲和残障群体。

那段日子，陈欠水放弃
了几乎所有的节假日，骑着

自行车走村入户，访遍惠安
16000 多 名 残 障 人 士 ，为
5000 多名困难群众落实帮
扶政策。陈欠水说，那时整
个经济社会发展刚刚起步，
大多数人还处于贫困线以
下，看到贫困群众和残障群
体日子艰难，他的内心也很
煎熬，想着尽自己所能，多
帮他们解决一点实际困难。

陈欠水说，他用真心对
待群众，群众也对他格外认
可。每次下乡走访，总要被
挽留着吃饭，并把家里最好
的粮食拿出来，要“款待”
他。经常一个半天自行车
踩下来，饥肠辘辘，但看着
已经很困难的走访对象，

“我理解他们的心意，但我
怎么下得去嘴？”陈欠水说。

2005年，陈欠水退休后，
比上班时更忙了，每日早出
晚归，专心扑在了扶困助残
上。问他为什么“退而不
休”，陈欠水回答：“只有退休
的干部，没有退休的党员，实
在放不下那些帮扶对象。”

2001 年因车祸双双致
残的庄文明、骆明珠夫妇，
陈欠水送油送米，一送就是
20多年，陈欠水细心帮助他

们的同时，鼓励他们乐观生
活。对于困难群众、残障人
士，陈欠水总是想方设法为
他们找到一条谋生之道。

一个破旧的公文包、一
个军用水壶、一辆老式自行
车是陈欠水几十年来的标
配。陈欠水说，这老三样正
是开展帮扶的法宝，特别是
公文包里的笔记本，只要在
他的笔记本“落了户”的群
众，他就一定想着法子帮着
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而老式
自行车后架曾经运载过一
份份可应急的油、面等。

后来，因为一场交通意
外，陈欠水只能与陪伴了他
几十年的自行车告别，这辆

见证了他济困助残路的自
行车如今被惠安县博物馆
收藏。

惠安的每一个乡镇、每
一条街道，陈欠水都轻车熟
路，几十年的奔走，让他成
了活地图。陈欠水不但帮
着对接政策帮扶，自己还时
常掏出工资济困、助学，从
工作至今，他个人掏腰包
32.7万多元，帮助困难群众。

更重要的是，陈欠水不
但自己在济困助残的路上
发光发热，他还带动了一大
帮老干部加入其中，如今，
惠安县老干局的银发志愿
者团队已经成了惠安当地
一股重要的公益力量。

年龄：80岁
职业：助残工作者、退休干部
感言：只有退休的干部，没有退休的党员。

人物：陈欠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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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县博物馆
为何收藏他的老式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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