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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手之劳》

前言

托举生命之光，燃亮广东精神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书记、广东省青年联合会主席 曾颖如当广州黄衣男
子周冲历险境救女童的故事感动世人，肇庆又出现了菜贩邓雄飞历险境托抱女童的事迹，“托举哥”
们的出现有如一道曙光，在被称为“道德冷漠”的年代，照亮了我们冰冷的心。这种托举生命、在生
死关头将个人安危抛诸脑后的行为，正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极致体现。但
是，只要我们细细观察就会发现，“托举哥”并不是个体事件，而是有待我们发掘的集体行为。“托
举哥”的背后，有一群同样在守护生命的街坊，当关注的焦点聚于好人在生死关头舍生取义的时候，
社会也一样需要平凡人的举手之劳。以采访“托举哥”为契机，花城出版社与《广州日报》、南方电
视台、《黄金时代》杂志社进行了跨媒体的深入合作，对“托举哥”身后二十多名街坊邻居进行了深
入详实的个访，为他们各立人物小传，探究他们是如何在珠村这个民风淳朴的氛围中受到熏陶，如何
在平凡的人生中做出不平凡举措的背后动因。怡东苑是千万广东社区里平凡却又不平凡的一个，在面
对紧急事态时，街坊邻居表现出来的临危不乱、团结协作，正是“远亲不如近邻”的最佳形象注解，
正是平日里氛围融洽的体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东人以“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在经济建
设方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然而，物质上的丰盛，如果
不能以较高的精神文明为依托，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道德滑坡，使得人民日渐焦虑，幸福感严重缺
失。一个社会一旦形成了以物为本、金钱至上的不正之风，就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而
这次寻找“托举哥”行动，正是一个发觉身边好人好事，重新唤醒集体良心，高扬道德楷模，树立道
德丰碑的极具社会价值的良机。在今年5月召开的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
汪洋提出要“建设幸福广东，大力宣传和实践‘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新时期广东精神”。而
“托举哥”等广东好人的不断涌现，正是对“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新时期广东精神的生动注
解。作为代表党联系和服务青少年的桥梁和纽带，一直以来，团省委高度重视在粤的异地务工人员群
体，积极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作用，相继推出了“圆梦计划”、青工学堂、“青春情暖”、“玫瑰节
”、“朝阳行动”和“希望家园”等关爱新生代异地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品牌工作，大胆探索解决他
们就业、学习、婚恋、生活等切身利益问题的有效做法。去年10月，我们还在全国率先成立省级青年
产业工人作家协会，通过培养草根作家，孵化打工文学作品，引领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生活。“种树
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青团肩负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先进
青年典型，引导、培养青少年形成基本道德品质的光荣使命。我们授予“托举哥”周冲象征着广东青
年最高荣誉的“广东青年五四奖章”，不仅是肯定和褒奖，更多的是示范和责任，引导广大青少年自
觉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实践者和幸福广东的建设者。新广东精神的构
成与实践，靠的并不单单是广东本土人，而是千千万万生活在广东这片土地上、在这里寻找与拼搏的
人们。这次参加救助事件的街坊邻里有土生土长的老广州人，有过来打拼了十几年的新广州人，还有
不少准广州人，他们在平日里相互之间的关怀与包容，在紧急事态下反应的迅捷与团结，事后表现出
来的谦虚与低调，鲜活地实践了新广东精神，在历史上留下了清淡却不可忽略的一笔。发现道德楷模
的生动事迹令人振奋，树立道德标杆能引领社会风气，但社会道德的建树决不能止步于此。我们期望
此书能以托举生命之光，燃亮新时期的广东精神。举手之劳，为善更美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
局长 朱仲南一个平凡、普通的路人，做了他自己看来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却因他的“举手之劳”托举
起了向善的力量，用他的善举感染了每一个人，成就了一段“最美路人”的故事。然而，在“托举哥
”光环之下，我们不应忘记这是一次集体大营救，许多没有出现在媒体名单上的好人名字，都应该一
并铭记在我们心里，他们是一群善良质朴、互助互爱的好人街坊，一个代表正义、善良、见义勇为的
群像。周冲只不过是这群人中的代表，从周冲到普通的街坊，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举手
之劳而已”。基于这样的想法，《举手之劳——“托举哥”背后的故事》从“托举哥”救人事件切入
，为普通人作传，发掘真善美，发掘一直在民间的好人，发现更多微小但闪光的好事，从中揭示一个
简单而又经常被忽视的真相：举手之劳，为善更美。中华民族向来有“排忧解难，救急扶危”的崇高
精神，也有“守望相助”、“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从“托举哥”事件中提炼出的“举手之劳”，
既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更是形象深刻地阐释了“厚于德
、诚于信、敏于行”的新广东精神。与惊天动地的奇迹相比，举手之劳微不足道，但由小见大，见微
知著。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一个人要成功，不仅要干大事，还要从小事做起，善于
高处望，宽处走，不仅要做好份内的事，而且还得做好份外的事。当关注的焦点聚于好人在生死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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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生取义的时候，社会也一样需要平凡人的举手之劳。这就是出以平常心，成就不平常之事。韩愈在
《应科目时与人书》中有“如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之语。举手之劳人
人可做，大凡举手之劳者都不图回报，但是让人铭刻在心，此种回报是意想不到的，比起金钱更珍贵
。为善，其实并非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轻而易举，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举手之劳”于细微
处见精神，更多体现的是对别人的一种关怀，是平凡中的一点良心。轻轻一句话，化解纷飞无数，轻
轻一举手，让生命永恒。举手之劳，润了你我的心田。广东人尚德、乐善、好施的精神，注重实干、
敏于行动的品格，务实不张扬、不求回报的民风在“举手之劳”中得到有力的概括和传播。汪洋书记
曾指出，要着力提升公民文化道德素质，塑造良好的社会心态，倡导健康的幸福文化。习惯举手之劳
之人，必定是胸怀宽大，能替他人着想，把他人放在心上的人，社会需要温暖，人与人之间需要真诚
。只要这一点点的善意星火聚合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够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我们衷心期望，“
举手之劳”精神将会成为我们民族的道德标杆和精神符号，不是在一旁袖手旁观，不是指指点点，不
是空泛说英雄，而是人人都献出一点爱，都来点举手之劳，社会发展将更美好。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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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举手之劳——“托举哥”背后的故事》以“托举哥”周冲事件为契机，花城出版社牵头，与广东团省
委、强势媒体南方电视台、《广州日报》、《黄金时代》杂志合作成立花城采编组，对“托举哥”周
冲本人、家人及事发小区怡东苑的街坊邻居进行深入详实的专访，为他们各立人物小传，写出一个代
表正义、善良、见义勇为的群像。书中还收录了《广州日报》及南方电视台相关报道的整合，其中包
括《全民议事听》专题节目的文字稿等，并收入肇庆“托举哥”等其他好人好事的相关报道，为平民
英雄作传，正面宣传“举手之劳”的精神，弘扬社会正能量。
本书由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朱仲南、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书记曾颖如作序，并邀请广州
市人大代表曾德雄、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彭澎、全国道德模范赵广军、历年广东省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等人撰写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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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花城采编组，是由花城出版社年青编辑与广州日报和南方电视台记者共同组成的一个项目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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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邻里情广州味——记街坊区叔杜小烨基本情况姓名：区士干（区叔）年龄：61岁职业：广州五羊建设
机械有限公司销售（退休）籍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在怡东苑住了11年）对于老广州来说，广州老
城的记忆不仅仅是那一条条狭长的横街窄巷而已，对他们而言，旧西关那种守望相助、形同亲人的邻
里关系，才是他们最离不开、忘不掉的记忆。土生土长的区叔区士干是在发现琪琪高空悬挂后，第一
批做出营救反应的街坊之一。当天上午，区叔、温家骏老师和保安潘姨正如常在“议事厅”聊天。路
过的范先生偶然发现了悬挂着的小孩，用手指着半空，惊讶得发不出声音来。“当时我们顺着他的手
往上一看，知道出事了，我们三个人马上冲了出来。我先是本能地想伸出手去接住孩子。可是发现她
正被卡住，不能上也不能下。”区叔回忆当天的情境说，“我看到旁边有一堆纸箱子，就赶紧都搬出
来垫在下面。然后附近的街坊也纷纷出来了。家电铺的张老板撑起了棉被，清洁工周师傅两夫妇也搬
来了旧床垫⋯⋯”救援行动大约持续了20分钟，从担心小孩堕楼，到担心徒手攀爬的周冲失足，区叔
一直坚守在楼底，和其他街坊一起拉起了“救生网”。“不管怎么样，垃圾都得拿一堆过来先垫着，
安全第一嘛。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掉下来怎么办呢？至少能缓一缓。”区叔说。无论对这个惊险的
救援过程叙述了多少次，区叔总是淡淡地说，救人只是本能，邻居家有事了，大家都是互相帮助，不
求回报。“即使是隔壁两夫妇吵架，我们也会去劝架的。更何况是小孩子有危险？”怡东苑小区街坊
关系都很好，“大家都是互相帮助，互相守望，就是这样”。“最美小区”怡东苑区叔在怡东苑小区
住了11年，是小区的“元老”级街坊。怡东苑在1999年建成，区叔在2000年就搬入。当时这个小区有
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人少户少，总共才154户，没有油水。因开发公司改制，不负责业务管理工作，外
包的管理公司只干了很短的时间，便退出小区。于是小区里的居民自己成立了业委会，推选了华哥（
周启华）来当主管，还聘请了几位街坊担任物管和保安。街坊们自己管理小区事务，都特别用心，遇
到事情也人人愿意出力。街坊间乐于行善，与邻里间良好的氛围是分不开的。区叔说：“我们这里的
管理费是5毛钱一平方，收费很便宜。业委会不是想着要赚钱，而是为了方便大家。管理费扣除几位
保安的薪水之外，其余都用作公共经费。所以，我们可以做到除了管理费和停车费，其他垃圾费、公
共分摊的水费电费都一概不收。每个月的账目公开透明。这样的管理模式，你请外面的人，肯定都不
愿意做。”怡东苑的保安秦姨每月的薪水是一千多元，三班制度，每班得工作8小时，节假日没有休
息，也不存在加班费。但她说：“我在这里做了8年啦。钱多少没关系，只是为了方便街坊。”这里
的每家每户，秦姨都认得。谁要出差一段时间，什么时候回来，秦姨都心里有数。哪户的电灯需要人
帮忙换，上面的楼开不了门要找开锁佬，金戒指掉进了水渠中⋯⋯小区里面的大小事务，只要找到保
安亭，就能得到解决。保安亭里面没有分工表，大家都合伙干活，还能随时得到街坊外援的帮助。小
区只有一个保洁员，人手不够，每逢洗楼梯的时间，街坊们就全体出动，“自己人”无分彼此。街坊
爱聚“议事厅”怡东苑的保安亭和会计办公室是紧挨着的，区叔却喜欢把这里称作“议事厅”。这里
南北对流好乘凉，也是街坊们平时交流的聚脚点。周末休息，工作日下午五六点下班高峰是这里人气
最旺的时间。大家下班路过议事厅，都喜欢在这里驻足聊上几句话再上楼。有时候临时要出外买东西
，就会嘱托在议事厅的街坊帮忙看管一下小朋友。有时候有事“行唔开”，也会拜托其他街坊买菜时
帮忙多买几块排骨、几根葱。大家家里做了好吃的东西，也会拿到这里来分着吃。区叔微笑着说：“
这个小区的街坊，就像以前的旧西关那种横街窄巷的邻里关系，好难得。现在广州很多小区里面，即
使住了多少年，仍有人连对门的邻居都不相识。因为现在人口流动大，大家工作忙见面少，社会关系
复杂。而住在这里的，大多是当地村民，大家彼此之间的信任度高。”这种亲密无间的邻里关系，还
能感染新来的街坊。“就算是租房子的，只要住到这里来，都能很快和其他街坊熟悉起来，融入到这
个小区氛围之中。”区叔最放心的就是小区的治安情况。“我们在这里住了11年，其间只发生过一次
偷盗事件。案件发生之后，业委会马上采取措施，通知住户注意安全，也重新安装了铁门。不久就破
案了，抓到了小偷。”议事厅旁边的公告栏经常有告示，和街坊们讨论如何建设公共设施，既民主又
高效率。“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准则，以节约为主，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情。”区叔说，“因为我
们是自己管自己。”区叔说，有很多住户，长期出门却一点也不担心家里的治安。有一个北京来的小
伙在这里租了一套房子，忽然被调回到公司北京总部，两年没回来，只吩咐朋友来帮他交房租和管理
费。年深日久，连车罩都被风雨损烂了，保安也会帮他粘好。后来华哥（主管）打电话到北京找他，
说车都生锈啦，还不回来？他说：“帮我留着车位，我会回来的。”他一直都没舍得退房，就是想着
有一天还能回来住。后来实在不能回来啦，才搬走的。“能帮就帮”的西关情区叔今年61岁，去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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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位退休。他在一家有五十年历史的建筑机械国企当销售，自从以知青身份返城后便进了这家公司
，一干就是36年。退休以后，因为单位的领导极力挽留，区叔每周都会回公司帮忙。“在这一行做了
几十年，积累了很多客户资源。领导说我是公司的无形资产，一定要留下来帮忙。”区叔笑眯眯地说
，“我们可能是受到上一辈人的影响吧，肯负责任，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就帮，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反正我有空，又能跑，所以回去帮帮忙也无所谓。”“今天有一个广西来的客户，让我们帮他设计一
个新产品。于是我就回去联系公司的工程师来谈设计。客户有需求，我们就尽心为他们服务。”虽然
已经到了耳顺之年，但是区叔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依然充满了年轻活力。“大概是因为我心态好吧。”
区叔乐呵呵地说。他愿意回公司帮忙，却不愿意接受返聘。因为他不想被限定工作时间，有需要才回
去，图个自由自在。谈到小区里面的好人好事，区叔说都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全是日常琐事。
例如下雨的时候，大家帮忙收衣服；到外面去买菜的时候，请街坊帮忙照看一下小孩子⋯⋯都是大家
举手之劳能做到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这里的风气，是当年西关邻里关系的重演。”区叔是土生土长
的广州人。在文昌北长大，住过光复路、滨江、瑞宝乡、敦和，而后才到的怡东苑。他至今最难忘怀
的仍是儿时的邻里情。“当年的西关完全就像电影《72家房客》演绎的那样，一个大门很多户人家，
门总是敞开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晚饭后，大家都喜欢到街上去聊天乘凉。”“那是我童年最温暖
的回忆。尤其是在光复路住的时候，那时还是集体厨房，一家人炒熟了菜，端着盘子走过长长的走道
，家家户户都分享到其中的美味。”“到了怡东苑，虽然住宅结构、周边环境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是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那么的融洽，住在这里，不需要担心被偷东西，邻里之间都有个照应。”佛山
的“小悦悦事件”折射出社会冷漠的人心，许多人感叹“好人难当”。但是区叔却坚持着他“能帮就
帮”的做人原则。“要帮人，我就不会考虑他会不会‘屈我’（冤枉我），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这
么想。”在区叔的身上，处处可以见到广州人敦厚、低调的品格。他不停地介绍街坊们的事迹，自己
的事情却不太愿意多讲。天河区区委宣传部邀请区叔与温家骏老师去参加先进事迹报告会，讲述现场
救人和平时邻里互助的情况。区叔却很想婉拒：“实在不是什么丰功伟绩，不需要重点宣传，最重要
的是救了小孩。事件过后，我们这群街坊已经回归了常态。马照跑，舞照跳。几十年光景很容易过，
帮人一下，举手之劳，心安理得。”平凡才是最美南方电视台 李蔚佳6月，蝉声正闹，此时的广州有
些许闷和燥。珠村里，一家店铺外，我终于见到了那张上过无数报纸头版的笑脸，一如照片中那样腼
腆、憨厚，一如众人为他起的代号——“黄衣男”那样，他身上，仍是那件标志性的黄色POLO衫。
初见周冲，那张稚嫩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嘴边连说“意外”——看似举手之劳的事情，却引起如此大
的反响，实在出乎这个湖北小伙的意料之外。“我真的只是帮一个小忙，没想到那么多人关心，”还
没等我接话，他马上低头轻语，“我的电话怎么大家都知道了？”似乎至今还不习惯面对镜头，尽管
，有关他的报道早已铺天盖地，尽管，他每天都要面对不同媒体说上百次同样的话，尽管，他已然成
为一个众人景仰的平民英雄。周冲比我大一岁，许是同龄人的缘故，他少有地这么健谈，于是，在周
冲堂哥的超市外面，我们就这么席地而坐，聊了很多，他的梦想，他的工作，他作为一个普通的男孩
对于未来生活的规划，甚至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憧憬。其实，这个平凡的男孩想要的东西很简单，简单
得如同他一直挂在脸上的微笑，一份安稳的工作，一个体贴的爱人，过平凡人的生活，简简单单，知
足常乐。只是，似乎，平凡的生活轨迹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想回到从前，但是，他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和曝光，他一直在重复一个词，“很累，非常累”，甚至于有点后悔当初让媒
体找到自己，“早知道我就在家里睡觉，不露面了”。身为南方电视台《全民议事听》栏目的编导，
我此行的使命是邀请周冲进我们的演播室录制节目，但我没有完成任务，他答应了我的邀约，最终却
不得不爽约了，因为他被安排去北京领奖、座谈，一切行程都已经安排，甚至来不及跟我说一声，但
我不怪他，我知道，他是身不由己。一度，我曾经担心，这个质朴的男孩，会迷失自己，奖章、名誉
、工作、户口，一切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触及的，他都迅速得到⋯⋯然而，当我找到那些和周冲一起，
托举起孩子生命的街坊时，我瞬间释然，放下担心，因为街坊们告诉我一个道理：真的好人，就是简
单的人，语言可以因为装饰而具备欺骗性，但是笑容却折射真诚善良，这些街坊和周冲一样，有着简
单的笑容，朴素的情怀，那个救人的时刻，不过是他们普通生活的普通一瞬。这是个在广州，绝对无
法成为豪宅的社区，陈旧的楼房，逼仄的楼距，仅有154户人家的社区，淹没在灰色的水泥森林中，但
是，这里却有少见的欢乐，家家户户，彼此相识，街坊邻里，熟悉和谐，就连救人都展现出他们耳濡
目染的邻里默契，冲到楼下用手接人的男人们，四处呼喊救援的阿姨们、拿出床垫支援的环卫工、贡
献被子的小店主、敲门砸窗的小伙子，还有用双手紧紧护卫周冲的“手臂哥”，他们来自河北、湖南
、粤东、粤西⋯⋯他们，都住在这个小区，他们都互称对方“街坊”。这些普通人，回忆当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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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手舞足蹈、形神兼备，甚至有些小小得意，他们说普通话、潮汕话、客家话、湖南话、广州
话⋯⋯但怎么说，第一句都是：我们小区一直就是这样。这一张张普通的脸，普通得走在大街上就会
立刻被人群淹没，但却让我品味到久违的亲情，当我们浅薄的悲叹人情冷漠时，在这里，却随处可见
买菜回家的随口问候、互帮互助的邻里温情、传达室里吹水聊天的欢声笑语，那一瞬间我想：住在这
个小区真好！那晚，街坊们如约来到演播室，在镁光灯的聚焦下，他们挺紧张，一张不大的沙发，足
足挤进去七八个街坊，他们彼此依偎，小心翼翼地看着主持人，估计每个人手心都在冒汗，但是一说
起他们的小区，他们又开始手舞足蹈、小小得意。站在演播室的导控台旁，我不禁开怀，他们的质朴
表达，让陌生的观众大笑，让严肃的评论员激动，让一场本该录制一个半小时的节目，足足录制了三
个小时，还意犹未尽。所有参与救人的街坊都夸：周冲那个小伙子真棒！那一刻我想，周冲虽然没有
来到现场，但这一切足以让我相信，周冲不会迷失自己，因为他和这些街坊一样，他们只是觉得自己
简单地做对了一件事，而不会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好人，就是简单的人，好人难做，是我们把
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简单的人不会轻易迷失，是因为简单的人很少内心焦虑纠结利益。周冲，是一
个人吗？不是，生活中有太多的周冲，就像这些质朴的街坊，可惜，我们往往缺少发现好人的眼睛，
更缺少保护好人的宽容。至今，我无法忘记初次见到周冲的那个下午，他和一身白色衣裙的女友，手
拉手站在阳光下。那张质朴的笑脸，浸透在阳光里，黑黑的脸庞，清澈的眼神，传递“予人玫瑰手有
余香”的羞涩温暖，还有“举手之劳何足挂齿”的平凡善良。其实，平凡，才是最美；好人，就在民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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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举手之劳:"托举哥"背后的故事》是一部真正为平民英雄打造的传记！一部普通人善良之心的真实记
录！2012年6月3日，当周冲踮起脚尖托起琪琪的那一刻，当所有焦点都聚集在这位“托举哥”身上时
，有谁注意到了默默守护在琪琪和周冲身后的无名英雄？他们是谁？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相聚于怡东
苑，这个广州市里最普通的小区；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迥异的命运，却在同一个瞬间凝聚在了
一起；他们叫老张、老朱、老周、老区、潘姨⋯⋯他们以“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挽救了一条鲜活
的生命。让我们翻开书页，阅读他们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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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事迹感人，非常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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