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拗不过村民们的邀请，他撂下好好的
厂子，从外地回来挑起村干部的担子。

身上流淌着“熊猫血”，他发起组建“QQ
群”，献热血，解人难，二十年如一日。

怀着一颗慈善之心，他拉扯起一支数
百人的志愿服务队，扶贫助弱，救急防危，
做得风生水起。

中年汉子卢永军，黑瘦，每天从早忙
到晚，为谁辛苦为谁忙？为大家。

“要干，就要干好”，这句朴素的话语，是
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最好的诠释。

因为看准了，就义无反顾地去做，无论是
当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还是做稀有血型
献血志愿者的“领头雁”，抑或当镇里红色先
锋队队长，卢永军都做得十分出色。他的时间
和精力，被这三重角色拴着，绝不顾此失彼。
因为这三者的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公益，利
众益群，唯独没有考虑自己。

这样评价是有依据的。卢永军的家在
宁波，村里事多，一年到头回不了几趟，今
年春节后到现在，他就没能回去，中间有一
次启程了，结果一个电话，“有要紧公务”，
只好中途返回村里。面对家人的“抱怨”，他
唯有愧疚。这真是“舍小家，为大家”，他是
真正一心扑在工作上了。卢永军平时忙成
这样，他的家人不理解，也只能“理解”了。

凭他的才干、能力，卢永军完全可以经
营着自己的厂子，每年挣个几十万元，过上
城里人的小康生活。可是他心里装着乡亲，
接受村里人的恳请，也听从内心的召唤，毅
然回村，扛起村干部的职责，带领村民创业
创新，蹚出共同富裕的新路子。这令人想起
与他同一个镇的挂帘村村委会原主任何小
川，上世纪90年代，后者也是放下千万元的
企业，回村带领乡亲修路建新村，发展经济
挖穷根、谋富路。70多岁的何小川竭忠尽
职，直至因病去世，留下了“一心为民，鞠躬
尽瘁”的小川精神，展示了一位优秀共产党
员、一个村干部的生命高度。今天，卢永军
作为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为村里发
展、村民福祉殚精竭虑，终日操劳，是对小
川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是担当有为意志、公
而忘私品格的真切体现。

卢永军身上还烙着革命老区人民自强不
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印记。他所在的芹溪村是
三门县亭旁镇的一个山村，解放前曾是中共
临三县委驻地，而亭旁是浙江省第一个苏维
埃政权诞生地，是“浙江红旗第一飘”所在地。
生于斯长于斯的卢永军，从小受革命老区精
神的耳濡目染，骨子里培养出与命运抗争、不
屈不挠的台州式硬气。作为共产党员、村干
部，他又肩负团结带领村民谋富路的使命担
当，这使得他在履职路上，一心为公，倾力投
入，以兼济天下的情怀，干出令人刮目相看的
业绩。事不避难的勇毅和利为民谋的初心，是
卢永军“要干，就要干好”的最坚实底气。

芹溪村最大的特点，是全村人大多数姓
卢，史载这个村庄自卢氏始祖于元代迁徙至
此，已有近七百年，古多有举人、秀才，今有全
国知名专家、学者，一个千把人的村，已走出
150余位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崇学向善、勤
勉进取的文化底蕴深厚。卢永军受卢氏文化影
响，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他少时为谋生，读书不
多，学历不高，但那股与生俱来的聪明劲和遇
事爱琢磨的钻劲，让他无论在务工经商时还是
当村干部时，都表现出创新突破的思维特质。

“公生明，廉生威”，当好村干部，莫过于
干净干事。自从走上村主职干部岗位，卢永
军身体力行，事必躬亲，率先垂范，带领村两
委班子和村民，脚踏实地，一件件一桩桩，办
好村事。他建章立制，带头严格执行，譬如村
里有乡村振兴项目，他在投入上，总是考虑
为村集体省钱，招投标绝不虚高，杜绝了村
干部以权谋私的空间。因为他知道，这样做
就是为村民谋福利，为村里壮大集体经济。
不仅如此，他还为跑村里的项目，办村里的
实事，自掏腰包，这些年贴上自己经商办厂
积攒的60万元，心甘情愿，无怨无悔。这是什
么境界?就是无私奉献的高尚境界。对一个
干部的评判，老百姓往往就是“听其言，观其
行”，卢永军无论是言还是行，都让村里人心
服口服。卢永军作为村干部的威信，“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自然而然，就树起来了。

卢永军当村干部，做到一心为公，他是把
村里发展当作公益事业来做，不掺杂个人私
利。“无欲则刚”，他因此能甩开膀子，撸起袖
子，加油干。他这个村干部，当得真不容易，他
无私地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为村集
体和村民服务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是个
纯粹的人，一个超越自我，成就大我的人。

一个人，偶尔献血，不足为奇。但卢永军因
为是稀有血型，这些年已累计献血5800毫升。
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发动与
他一样血型的人，无偿献血做公益，就愈加
难能可贵了。献血往往就是救人一命，“救人
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从这个角度看，卢永
军仅此一项，按民间的说法，就是“佛一般的
存在”。

这不够，他还发动镇里的干部群众，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组建起一个小有规
模的志愿者服务队，造福桑梓，惠泽乡里，
就更见出他公益人生的精准定位了。

对卢永军的人生境界，芸芸众生的我
们，没有理由不向他投注以敬意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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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军，1971年生，三门县亭旁镇芹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亭旁红色先锋队队长，宁波市稀有血型献血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曾获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首批省级农村社区工作领军人才、浙江好人、浙

江省优秀志愿服务工作者、“感动台州”人物等诸多荣誉。

清晨的阳光刚洒落在芹溪村，卢永军
已轻轻掩上家门，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芹溪
村地处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是浙江第一
个苏维埃政权诞生地、革命老区三门县亭
旁镇的一个小山村。

深夜12点，零星的几声狗吠更显寂静，
检查完所有工作群信息，卢永军才熄灭了台
灯。凌晨2点左右，他常常会习惯性醒来，静静
思考问题，直至凌晨三四点才慢慢合上眼……

一天24个小时，他通常有近19个小时
扑在工作上。亭旁镇芹溪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亭旁红色先锋队队长，宁波熊猫
血之家理事长，每一个身份背后都是繁琐
的工作、沉重的责任。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优秀城乡社区
工作者、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好人、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卢永军也收获了
满满的荣誉。

“要干，就要干好。”被问及如何兼顾多
重身份、如何在各个领域都做出成绩时，卢
永军简单的一句话，却包含了他为人做事
的自我要求——朴实、真挚、坚韧。

11971年 10月，卢永军出生在芹溪村一
个农民家庭。家中兄弟姐妹 5个，他排行老
四。加上爷爷奶奶全家一共 9口人，仅靠父
亲务农养家。

1986年，卢永军初中毕业，为减轻家中
负担，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16岁的他孤身
前往宁波打工。“那会我身高只有一米四
八，虽然个子小，但力气不小，胆子也大。”
卢永军回忆道。

就这样，卢永军成了宁波水表厂的一
名普通工人，负责给水表配件表面进行静
电塑膜。前两月，他跟在熟练工后面边做边
学，很快便出师，每个月工资 50元左右。转
年，17岁的卢永军当上了车间主任，负责管
理 36名工人。直到 1989年，在母亲的要求
下，他辞职回家学做木工，没多久便又能独
当一面，每日“老师钿”超过40元。

原以为和宁波的缘分就此终结，谁知
1997年2月，甬临水表厂在宁波设了分厂，急
需技术骨干，因对卢永军印象深刻，宁波水表
厂的负责人便推荐了他。在分厂厂长的邀请
下，卢永军答应回去，约定每月工资1200元。

卢永军干的还是静电喷塑这个老行
当。在静电喷塑过程中，绝大多数都有气泡
产生，很多人习以为常，可卢永军却想探个
究竟。当时，静电喷塑都是冷喷，即先喷塑，
后高温固化。“既然冷喷会产生气泡，为什
么不反着试试？”

别人按时下班了，卢永军却赖在车间
里搞“实验”。他先将配件预热，然后再喷
塑，一开始气泡减少得不明显，卢永军便在
温度上做文章，从180摄氏度，慢慢往上调，
一遍遍继续试，慢慢地，他发现气泡越来越
少。看来方向对了，这让卢永军更加卖力。
他一点点地调整，经过两个月的尝试，终于
解锁答案：在 220摄氏度预热后再喷塑，基
本不会再有气泡产生。

“太兴奋了，厂长都难以置信，我竟然解
决了铸造件静电喷塑气泡问题，彻底颠覆了
当时的传统工艺。”卢永军说起来，仍难掩
骄傲，“放在现在，我可以去评工匠了。”结算
两个月工资的时候，厂长为了奖励他，直接
给了5500元，比原本的足足多了3100元。

爱钻研、肯吃苦，卢永军凭借实力，第二
年升职为车间主任，第三年便当了分厂厂长。

直到2011年下半年，老板把年产值300
万元的分厂业务送给了卢永军，由他继续做
配套，卢永军也从带领200多名工人的企业
副总、工会主席，变成了私营企业的“老板”。

22002年的一天，卢永军下班后在工厂
附近碰到了街头采血车，心血来潮也上车

献了200毫升血。
一周后，卢永军收到了宁波市中心血

站寄来的一封信。“我这才知道，原来自己
是稀有血型，Rh阴性血。一开始感到不可思
议，看了相关材料后发现这并不可怕，只是
在用血的时候会比较困难。”卢永军回忆
道。得知这种被称为“熊猫血”的Rh阴性血
在大部分医院和血站中库存几乎为零时，
他毫不犹豫地加入宁波市中心血站稀有血
型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

宁波市中心血站每年都会组织稀有血
型志愿者联谊活动，但活动结束后，“熊猫
们”大多各奔东西。“万一有一天，我们的血
友需要用血，却联系不上人怎么办？”一种
责任和焦虑涌上卢永军心头。2006 年 11
月，他与 5位血友沟通后，以“血缘”为名创
建了Rh阴性血型志愿者QQ群。

之后，越来越多的“熊猫”主动加入。
建群至今，“血缘”已扩至 3 个群，群友达
1000 多人。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素昧平
生，但只要有人需要“熊猫血”，他们都能
在第一时间响应，救助他人。截至目前，

“血缘”群友累计献血 150余万毫升，参与
应急任务159次。

2020年 9月 19日，卢永军收到好友的
一条“有病人急需 2000 毫升 A 型 Rh 阴性
血”的信息。经了解，师董会（北京）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浙商“温暖者”蒋建亦，
在浙江省人民医院做了骨髓移植手术，急
需输2000毫升A型的Rh阴性血。卢永军立
即在QQ群里招募志愿者，组织了宁波周边
4位“熊猫侠”，转天，一行 5人便赶到了杭
州，每人都献上了温热的400毫升鲜血。

“他们的效率非常高，解了我的燃眉之
急，真的是很有责任感、有爱心、有担当的
一个团队。”蒋建亦说，此后卢永军还多次
询问他的健康情况，让人十分暖心，两人也
成为了挚友。

这样的例子很多。20年来，卢永军一直
奋战在无偿献血第一线，先后参与紧急救
援任务 39次，累计献血 5800毫升，相当于
成年男子的血液总量，在生死危急时刻挽
救了20多条鲜活的生命。

“很多次，患者家属为表感谢递给我们
红包，但我们从来不接，我们救人不是为了
钱。”卢永军坦言。相反，他们救人不仅不为
钱，还经常自己贴钱。交通、住宿、吃饭等，
大家都是自掏腰包、毫无怨言。

在他的带动下，妻子和姐姐也加入了
志愿献血队伍，其弟弟卢永明也成为了“血
缘”的一员。

“我们的血很珍贵，但在生死危急时
刻，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流动血库’，全力为
生命护航。”卢永军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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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军的公益善举慢慢传到了家乡父

老乡亲的耳朵里。
“有奉献精神，有责任心又有能力。”村

里正逢换届选举，村民代表卢为林认定卢
永军是村委会主任的不二人选，不断鼓励
他回村参选。

“逢年过节回乡，总会被村庄的落后、
乡亲的贫穷深深刺痛。”本身对村里的发展
就有一腔热血的卢永军经不住志同道合的
村民劝说，加上不时有其他村民打电话邀
请他回村，于是，他下定决心：“小老板”“宁
波人”不做了，回乡当村干部、山里人。

2014年 2月，卢永军高票当选为芹溪
村村委会主任。

此时已过春节，村里公厕粪便倒流，臭
气熏天已经好几天没人处理。上任后的第
一个难题就摆在了卢永军的面前。

卢永军专门找来维修工人。看到有人
来修公厕，陆续赶来二三十名村民，围在了
10米开外。

踩着粪便，现场维修工人面露难色，铁
铲、铁锹只能去除表面的淤积，一块大石头

卡在管道口，露出了一点头，任凭工人们如
何使劲撬，它都不动。

工人们放下工具，对卢永军说，这活干
不了。

目睹全过程的卢永军二话不说脱掉外
套，挽起袖子，赤手一把一把地掏粪便，最
终在冰冷的粪水中挖出大石，将管道疏通。

看到满手污秽、一身臭气的卢永军，大
家议论开了：“只有他才能当主任。”就这
事，卢永军踏实的工作作风便传遍了村子，
深受村民们赞赏。

一直以来，卢永军十分重视文化挖掘
与传承，他说，“文化是一个村的根与魂，只
有坚持文化立村，我们的共富之路才能走
得远、走得稳”。

在他的带领下，芹溪村不仅建有农村
文化礼堂，还在文化礼堂内建起了三门县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村史馆，展示了芹溪
村的历史、文化、烈士名人等，让村民铭记
历史、展望未来，芹溪村因此获得了2015年

“台州文明村”、省五星级文化礼堂等称号，
成为台州市党史学习教育现场学习教育基
地、三门县党史教育基地。

此外，尊老爱幼、邻里和谐、互帮互助，
在该村蔚然成风。村里不仅办起了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为老人们提供生活、娱乐的场
所，还成立了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实实在在
地解决了留守儿童亲情缺失、家教缺位等
突出问题，成为市县推广范本，芹溪村因此
也获得了台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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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亭旁镇农贸市场入口，“红马甲”们

对村民逐一进行检查。“请出示健康码、行
程卡，有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地区……”

疫情防控、帮扶救助、特殊关爱、亲情
陪护、文明劝导、共享红车……这些活跃在
亭旁镇各个角落的“红马甲”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亭旁红色先锋队。

亭旁红色先锋队，又名三门县亭旁镇
红旗第一飘志愿服务队，由亭旁镇的党员、
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组成。卢永军担任
队长。

“2017年 9月，在我的倡议下，成立了
亭旁红色先锋队。”卢永军回忆，当时作为
省党代表的他回来传达党代会精神，“报告
指出，要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结合我们
的实际，我觉得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应该
成为志愿服务的先锋力量，所以倡导成立
亭旁红色先锋队。”

如今，1600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队员
从最初的 36名增至 600多名，累计志愿服
务 1000多场次、10万多小时。“一面旗帜、
一个基地、一个主体、十支队伍”的红色志
愿体系已经形成，基本实现贫有所救、弱有
所扶、危有所防。

“一般没有特殊情况，我们的 4位副队
长都能安排妥当，除非是一些重大事项或
者突发事件，我会第一时间召集大家商量。
但是服务队的动态，我每天都在关注。”卢
永军笑称自己已基本退居“二线”。

该志愿服务队支部委员会书记金美
苏表示：“在卢队长的带领下，这两年我们
重点做好防疫执勤、台风抢险救援等工
作，同时也创新共享红车、亲情陪护等
服务，力争成为革命老区一股温暖人心
的力量。”

亭旁镇党委书记奚捷也不禁为队员们
点赞：“在战疫过程中，队员们一个个义无
反顾的身影、一次次心手相连的接力、一幕
幕感人至深的场景，生动展示了伟大抗疫
精神和志愿服务精神。”

因防疫表现优异，这支志愿服务队被
省委省政府授予“浙江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集体”称号；还收获了市学雷锋优秀
团队、市党员志愿服务优秀团队、第五届三
门道德红榜人物等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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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卢永军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村

庄发展上。
他有两个愿望，一个要把老村建设改

造好，把旅游搞起来，让村民可以在家门口
赚钱；一个是把滨海新城的移民安置点建
起来，让芹溪村的下一代能住好房、上好
学、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卢永军深知，芹溪的家底是这绿水青
山，出路也在这绿水青山。发展乡村旅游，是
上上之选，但基础设施问题急需解决，不修
河造路，再美的风景也是养在深闺人不识。

谋定而后动。卢永军第一时间召集村
两委班子商讨，取得一致意见，通过公开招
标形式对河道进行整治。原先，村里河道高
低不一，一到台风季经常出现洪水排涝不
畅、淹没道路农田的情况，甚至威胁村民的
人身财产安全。如今，河面如镜、水清岸绿，
成了百姓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要想富，先修路，在卢永军看来，芹溪
村也得如此。于是，在他的带领下，村庄道
路全部硬化，并完成了污水治理、电网改
造、公墓修复等系列基础设施改造，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

“要发展，光我自己一个人还不行，得
有村两委配合，有村民支持，当然还离不开
乡贤的支持。”卢永军曾逐一电话联系或登
门拜访乡贤。乡贤们心系家乡，有的出主
意、有的介绍资源、有的出钱出力。在卢永
军的多方努力、积极筹备下，芹溪村成立了
三门县首家村级乡贤会，为村庄发展注入
强心针。

就这样，芹溪村筹资近1500万元，把火
炬广场、天门水帘、七彩步道、中共临三工
委驻地旧址等串点成线，“红色文化＋绿水
青山”的乡村旅游产业初具规模。

62020年10月，卢永军因为表现突出，被
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实现了党务村务一
肩挑。

说起这几年卢永军的工作，老干部卢
为旺很是认可：“我当了 40年的村干部，当
了好几任的村监会主任，像卢永军这样的，
是独一份。”

让卢为旺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卢永军
上任后的第一个项目，有干部提议要用邀
请招标的方式进行。卢永军坚决不同意，他
提出必须公开招投标。

“说白了，公开招投标村干部就没油水
可捞了。”卢为旺说。

此后芹溪村开展的大小 10多个项目，
都是采用公开招投标的方式进行。而且每
次结算，总能比预算省出几万元钱。

“如果他不内行，或者跟项目的老板卖
点人情，弄点油水，那支出就很容易超过预
算，他把村里的钱看得比自己的钱重得
多。”卢为旺说。

此外，让卢为旺感到欣慰的是，卢永军
从来没有到村里报过一分私账。

跑项目、见乡贤，卢永军都是开着私家
车，他的车一年车程超过 3万公里。出门递
根烟、请人喝点小酒，也都是自掏腰包。当
村干部这几年，收入微薄不说，他还把自己
存款里的60多万元钱花了个精光。

从一开始每月在村里不少于 20天，到
现在放下宁波的事业，每年回宁波的家不
超过20天。老婆儿子多次“黄牌”警告，他唯
有歉意。

卢为旺看在眼里的，芹溪村其他村民
也都看在眼里。舍小家为大家，是卢永军在
村民心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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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来了，村民在家门口摆起小摊赚

钱了。但卢永军的“野心”不止于此，他说：
“我要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让芹
溪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项目推进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投入。
这几年，卢永军在不同场合营销推荐芹

溪村整体旅游开发项目，但一直没有得到有
效投资。他的工作劲头，感动了乡贤卢为欢。

2021年，卢为欢用房产抵押贷款，拿出全
部身家4000多万元，投入芹溪搞旅游开发。

天门峡翡翠谷旅游景区建成后，头5年
每年交给村里5万元，第6年村集体占股25%，
第16年占股49%，20年后归村集体所有，此
外，停车场、旅游观光车的收入都归村集体。
这样一条“有失公平”的协议，却是卢为欢学
习卢永军，为家乡人民共富作出的最大让步。

“其他村有个景区，他们村民没有占
股，产权是 50年后归村集体，这样一比较，
卢为欢确实也感动了我。”卢永军说。

因为涉及到利益纠葛，项目再好，个别
村民就是不同意，这个时候卢永军不跟他
们当面争吵，他会采取迂回战术，找到反对
者家族里最有威望的人，由他出面去做思
想工作，效果总能立竿见影。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2022年 5月 1日，
天门峡翡翠谷旅游景区正式对外营业。

暖阳下，天门水库一池碧水。半山腰，
钢网吊桥、飞天魔毯等旅游项目引人探险；
山脚下，七彩滑道、景观小火车等成为年轻
人追逐的热点……天门山一派繁忙。

看到商机的不少村民陆续回村整修老
屋、搞民宿；村里闲置的大食堂也通过公开
招投标出租，被用来搞餐饮。旅游景区也为
村民提供了 50多个就业岗位，村民在家门
口售卖土特产、经营小卖部、开农家乐。

卢永军让村民在家门口富口袋的愿望
基本实现了。而他的第二个愿望，也在顺利
推进。移民小区设计已完成，图审也即将完
成，今年有望动工建设。

现在的芹溪村，已被纳入三门县全域
旅游项目村、AAA 级旅游创建村，总投资
800 万元的浙江省水库移民共同富裕示
范项目（芹溪村红色旅游接待中心）即将
开工建设，省烟草专卖局扶持项目正在有
序对接中。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卢永军早
已成竹在胸：完善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产
品……一条愈加清晰的芹溪共富路子跃
然眼前。

卢永军：为了谁
本报记者任 平 陈玲玲/文 陈维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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