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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做好事想留名，也当报以掌声
编者按：

“不是不能见义，怕的是见义而不勇为。”见义勇为是一种难得而美好的品行。湖北随州
市民李向阳 18 年前做了好事，18 年后想申报见义勇为，激励参军的儿子，这种行为理应得到
肯定和支持。见义勇为者，不留名是“仁人”，留名亦为“志士”，社会都应为其报以掌声。
这既是对其“见义勇为，不计祸福”精神的肯定和褒奖，也彰显出善意和正义将永存人间，激
励更多的人舍身而取义，勇于乐于行好事做善人。我们相信时间会流逝，奖励也许会晚到，但
见义勇为的精神却永不过期。

做好事想留名，也当报以掌声 题目即观点。

①18 年前，湖北随州市民李向阳在曾都区工行家属院为四楼
客户装修时，偶遇一名女子坠楼，悬在阳台外面，其丈夫试图施
救却力有不逮。李向阳见状，便在腰间拴上一根晾衣服的电线，
冒险从顶楼顺着水管爬到六楼阳台，成功将人救起。当年救人后，
他不知道还可以申报见义勇为。如今，为了给准备参军的儿子做
榜样，他想去申报，得到认可。（据 1 月 28 日《楚天都市报》极
目新闻）

②18 年前做的好事，如今才想到申报见义勇为，愿望是好的，
但操作起来，却与当前规则流程不太符合，因此留下遗憾。受传
统文化的浸染和影响，中国人往往对于“做好事不留名”有一种
执念，认为“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才是高风亮节，而“做
好事想留名”就有“沽名钓誉”之嫌。但是，在时代的进步中，
这样的想法明显落后了，人们也该对做好事留名喜闻乐见。

开篇通过湖北随州市民
李向阳 18 年前做了好
事，如今才想申报见义
勇为的事，引出“人们
应该对做好事留名喜闻
乐见”的观点。

③对于李向阳这样的普通人来说，一辈子做了一件不顾自身
安危、拯救他人性命的好事，想要得到认可，想要激励儿子参军
报国，是非常朴素真挚、富有人情味的想法，应该得到支持。而
且，他当时不留名，并不等于一辈子就不能留名，人的想法和境
遇不会一成不变。做了好事，本身已经对社会有积极的贡献，是
否留名完全是个人意愿，无论怎么选择，都应该被尊重。

做好事留名，也当报以
掌声的原因一：本身已
经对社会有积极的贡
献，选择是否留名，都
应该被尊重。

④更何况，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倡导大家做好事留名的，
遇上那些不留名的，还时常求助媒体、上社交平台将他找出来。
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做好事的人得到褒扬和鼓励，希望看到这
个社会充满了“好人有好报”的盼头。北京市在 2014 年因为一封
市民来信，废止了见义勇为申请时限，就是为了体现对见义勇为
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人性美好的积极倡导。

做好事留名，也当报以
掌声的原因二：做好事
的人得到褒扬和鼓励，
会让社会充满“好人有
好报”的盼头。

⑤所以，即便当下出于认定程序的规范，见义勇为的称号认
定是有规则的，但是对于见义勇为精神的褒扬和鼓励，却不应该
有时限、讲条件。物质和形式上的表彰，或许只能及时给到那些
被发现、被知晓的好人好事，但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正义和温暖，
值得我们以更多形式去呵护与声援。

提出建议：对于见义勇
为精神的褒扬和鼓励，
不应该有时限、讲条件，
应以更多形式去呵护与
声援。

⑥所以，做了好事就该表扬，不是吗？
呼应题目，以反问句收
束全文，短小有力，答
案不言自明。

来源：2021 年 01 月 29 日 楚天都市报
作者：屈旌

【时代警语】
受传统文化的浸染和影响，中国人往往对于“做好事不留名”有一种执念，认为“事了拂

衣去，深藏功与名”，才是高风亮节，而“做好事想留名”就有“沽名钓誉”之嫌。但是，在
时代的进步中，这样的想法明显落后了，人们也该对做好事留名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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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

更何况，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倡导大家做好事留名的，遇上那些不留名的，还时常求
助媒体、上社交平台将他找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做好事的人得到褒扬和鼓励，希望看
到这个社会充满了“好人有好报”的盼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在 2014 年因为一封北京市市民来信，废止了见义勇为申请时限，就是为了体现对见义勇为
人员合法权益，对人性美好的积极倡导。
B.北京市在 2014 年因为一封市民来信，废止了见义勇为申请时限，就是为了体现对人性美好
的积极倡导，对见义勇为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
C.北京市在 2014 年因为一封市民来信，废止了见义勇为申请时限，就是为了体现对见义勇为
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人性美好的积极倡导。
D.在 2014 年因为一封北京市市民来信，废止了见义勇为申请时限，就是为了体现对人性美好，
对见义勇为人员合法权益的积极倡导。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18 年前，湖北随州市民李向阳曾不顾生命危险见义勇为。如今，为了给准备参军的儿子
做榜样，他想去申报见义勇为，希望得到认可。 有人认为，做好事应该不在乎得到肯
定和回报，“做好事想留名”难免有“沽名钓誉”之嫌；也有人认为，做好事想留名，也当报
以掌声。好人得到肯定和认可，才能彰显出社会的善意，激励更多的人向善从善。

针对以上观点，你又是怎样认为的呢？请谈谈你的看法，300 字左右。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信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张艳玲）

【相关链接】

你真诚我负责，共育爱心成长
50 万元钱，对平常人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可近些日子，有位爱心人士通过宁波慈善

网累计捐赠 50 万元，支持多个慈善项目的开展。按理说，这样出手大方的爱心人士一经媒体
报道肯定要出名。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从事何种职业？这些问题都会成为线上线下热议的
话题，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

然而，这位爱心人士是匿名的。他给大众留下的仅仅是他捐款支持的 14 个慈善项目和捐
款的具体数额，甚至连网名都没有留下。其实在浙江，类似的匿名捐款并不罕见。有个署名“顺
其自然”的爱心人士从 1999 年开始向宁波市慈善总会捐款。据报道，宁波市匿名捐赠的次数
已超过 5000 多次，匿名捐赠总额近 5000 万元。还有个化名“金粟缘人”的爱心人士向嘉兴市
海盐县慈善总会捐赠数百万元。他们做好事，都没有留下真实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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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做好事留名并无不可。做好事留下名字，让大家知道是谁捐了款，可以收获荣誉和
鼓励，这是好人应得的。同时，留名未必是为了自己出名，也可以是使正能量更加放大，感染
和带动更多人一起做好事。这也是值得提倡的。不过，不留名字也产生了别样的效果。捐赠人
不再受到高度关注，避免了因爱心行动受到采访以及过度曝光、关注等各种外界因素打扰，收
获了内心的快乐和安宁，同时也实实在在捐了钱，做了好事，帮助了他人。

反观现实，慈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变成了一场表演与炒作。比如承诺捐赠之后善款迟迟不
到位，借助慈善炒作自己，等等。种种不良现象，呼唤每个人都能回归慈善的初心。慈善从来
不是一门生意，不宜抱着功利心，不容掺杂虚假。匿名捐赠的行为就提醒我们，慈悲善良之心
的本质是纯粹的，真诚地帮助别人并从中获得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你可以隐藏姓名，而我却不能躲躲藏藏。这个“我”，恰恰指的是慈善机构。匿名
捐款之所以在浙江一些地方长期存在甚至蔚然成风，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接收捐
款的慈善机构坚持了阳光化原则，坚持不懈、事无巨细公布善款流向和使用方式。这位匿名的
爱心人士捐赠 50 万元后，宁波市慈善总会很快在网上公布了每一笔钱的数额和去向，少到 3
元，多到 5 万元，都被一一列在了捐赠公示里，让人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所有慈善项目资金的
收入、流转、结存，宁波市慈善总会都会公开发布，并且实时更新。如此公开透明，才能让捐
赠人感到放心、产生信任，才能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善款真正用到实处。

你匿名我阳光，双方共同培育了爱心。真正的慈善就需要涵养纯粹的初心，长久的爱心也
需要公开透明来呵护。只有爱心人士和慈善机构一起努力、相向而行，才能让慈善行为持续下
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人生路上，不妨从心出发、向善而行，坚持多做一些好事；对社会
来说，慈善机构要始终做到公开透明，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保护好人们的爱心。

（来源：2020 年 11 月 04 日 浙江日报 作者：李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