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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岁老教师河中救人
全网点赞！

“人民好教师，能教书育人，也能舍身救
人。”“骨子里的善良不是装出来的。”“作为他
的学生自豪！”……11月19日，奉化56岁老教
师下水救人的视频，刷爆朋友圈，引来无数点
赞。这位平民英雄是奉港中学教师李平达，
之前是浙师大附属奉化实验学校（锦屏中学）
校长。11月20日上午，记者前往奉化采访了
他和他的同事。

危急时刻，他跳进冰冷刺骨的河中
11月19日6:50左右，像往常一样在奉

化区的县江边锻炼的李平达，突然听到有人
大喊“拿竹竿、拿竹竿，有人落水了”。

李平达赶紧上前查看，发现一名女子漂
在河面上，眼看就要沉入水中。千钧一发之
刻，李平达当机立断，奔下县江步道，跃入水
中，奋力游到落水女子身旁，一手拖人，一手
划水，向着最近的水位监测站游去，用尽全身
力气把落水女子托举到爬梯上。

此时，岸边的路人也聚拢过来，帮忙把女
子拖上岸。看到女子意识清醒过来，李平达
悄然离开。

从女子落水到李平达把人救起，全程不
过10分钟。“救人的时候还不觉得冷，从水里
出来就浑身哆嗦，回到家时，手已经冻得没有
知觉，打不开家中门锁。”李平达只好给妻子
打电话开门，到家立马冲了个热水澡，还是挡
不住鼻涕长流，嘴唇发紫，李平达感冒了。

“落水的妇人50多岁，也是在县江边锻
炼，她后退走步，不小心跌落水中。”李平达
说，跳水救人这件事，在他脑海里没有片刻犹
豫，“那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啊，不用想！换谁
都会下去的！”李平达直言“此事是寻常”。

事发次日，同样是早上6点多，李平达像
往常一样到县江边锻炼。被救起的妇人专门
守在路边，看到李平达过来，提着礼物远远打
招呼感谢。“人没事就好，这点小事，换作别人
也会做的，不用记挂心上。”李平达说。

从教37年，他是受人尊敬的“达叔”
56岁的李平达，中学高级教师，现任奉港

中学教育顾问，之前是浙师大附属奉化实验
学校（锦屏中学）校长。

1986年，李平达从余姚师范毕业后开始
教师生涯，从裘村镇杨村中学（现已撤并）、西
坞中学，到奉化区实验中学，再到浙师大附属
奉化实验学校（锦屏中学），从普通教师到高
级教师，从一线教学到管理学校，李平达从教
37年，在师生中是有口皆碑的“严谨自律、谦
逊仁义、受人尊敬”。

“他自我要求非常高，让老师做到的自己
先做到，每天第一个到学校，学习强国常年第
一，微信步数长期榜首，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
到的。”一名老师对记者说。

记者采访浙师大附属奉化实验学校（锦
屏中学）的老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对老校
长心怀尊敬。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乌雯雯

姚国祥不仅关注着远在贵
州雷山的孩子，还时刻关注着
身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他
的企业，有170名残疾员工，其
中，就有走上亚残运会舞台的
残障艺术团。

两年前，姚国祥遇上这帮
孩子时，艺术团正面临解散。
姚国祥得知他们来自全国各
地，一时没了去处，他于心不
忍，将他们接到了余姚，在车间
安排了简单的电子元器件插装
的活儿，给整个团队开出了每
月18万元的保底工资。他知道

这帮孩子的梦想在舞台，他没
有强制要求他们完成计件任
务，每天晚上还留出3小时让他
们练习舞蹈，到了2022年，他
更是给他们接各种演出，让他
们专注表演。在“姚爸爸”的鼓
舞下，孩子们奋力拼搏，在宁波

“一人一艺”大赛中折桂，今年
还入选杭州亚残运会闭幕式演
出。当孩子们凯旋归来时，他
们脸上曾经的迷茫早已荡然无
存，取而代之的是姚国祥希望
看到的那种光芒。

35年来，姚国祥没有忘记

扶弱助困的诺言，一直在奔走，
传递爱和光明的力量，他牢记父
亲遗愿，持续多年帮助父亲生前
资助的余姚陆埠小山村，不仅提
高了对村里老人的补助，还与村
委会拟定了乡村发展计划；今
年，他又把帮扶残疾人家庭的区
域从余姚扩大到了丽水松阳和
四川凉山，他还计划把一名患有
抑郁症的青年接到自己公司，亲
自陪伴，他要让35年前在政府
帮助下获得的那种“光明的力
量”惠及更多的人……

记者 张晓曦 李平达。通讯员供图

扶弱助困35年
只为让更多人
看到“光明的力量”

35年前，当姚国祥怀揣860元艰难创业时，
是余姚泗门当地政府提供三间半瓦房给他，让他
看到了希望。自那时起，姚国祥就承诺，一定竭尽全力
扶弱助困，让他们看到并相信光明的力量。

在随后的多年里，他安置待业青年，资助100户残疾人家
庭；建立残疾人车间，吸纳170多名残疾人进厂工作，帮助其中20多名“00后”听
障残疾人登上杭州亚残运会闭幕式表演舞台；他持续援建贵州山区小学，设立奖学
金助力当地培养人才……光明的力量，被传递到他接触的每一个困难群体，激发了
他们的改变。

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获得了无私帮助

今年54岁的姚国祥，是土
生土长的余姚泗门人，那时的
家乡在他眼里就是“穷!到处都
是茅草房、棉花地”。

1988年，19岁的他拿出学
模具技术赚来的860元钱，开
了一家生产电器件的小作坊。
但很快他就碰到场地资金的难

题，这个时候，当地劳动部门划
拨给了他三间半瓦房，解决了
他的大困难。

“那是一种绝处逢生的感
觉，政府的无私帮助让我看到
了一道光，那道光让我浑身充
满了力量，永生难忘！”回忆起
当时的情形，姚国祥说，如今依

旧历历在目。在政府的帮助
下，他的作坊由小做大，渐渐成
长为年产值近4亿元的高新技
术企业，他给企业取名“舜韵”，
传承尧舜文化、阳明精神，第一
点就是要求所有人要“忠恕感
恩”，做到“人品、产品、企品”三
品合一。

他要将自己接受的“光和希望”传递出去

在壮大企业的同时，姚国
祥没有忘记点燃自己的那道
光，他希望把这道光送给更多
处于困境的人。

2010年，姚国祥走进了贵
州雷山县掌雷小学，当时就被
眼前的情景震惊了：孩子们面
黄肌瘦、缺少营养，没有一件像
样的衣服。学校没有食堂,孩
子们三五成群蹲在地上吃自己

带的干粮；没有宿舍,每天走山
路、蹚水路来上课；教室是漏雨
的，操场是沙石铺的……这个
场景，让姚国祥想起了当年创
业时的自己，他当场答应出资
30万元给孩子们造一幢宿舍
楼。

接下来的10多年里，他每
年都要去几次掌雷小学，在他的
帮助下，学校建起了教学楼、食

堂、塑胶操场、展厅、多媒体教室
……如今，他又与雷山县教育局
签下了新的10年之约，每年拿
出20万元，奖励那些学业优秀
的寒门学子，激励他们成才。

如今，掌雷小学的硬件设施
得到了极大改善，孩子们的脸上
不再有胆怯和生涩，而是脸上有
笑、眼里有光，这正是姚国祥渴
望传递的那种光和希望。

受助者闪闪发光的眼神是他最大的欣慰

1

2

3

姚
国
祥
和
残
障
艺
术
团
孩
子
们
的
合
影
。

姚国祥姚国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