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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陈镇龙萌村龙珠庄园小区入口，有一家
杂货店，店面不大，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糖
果零食、针头线脑、油盐酱醋……秋日午后的
暖阳下，时不时有村民光顾小店，或是买点东
西、或是闲聊几句、或是互相分享自家种的蔬
菜……一派邻里友爱的和谐景象。店主吴顺
良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坚持诚信经营，以温
暖人心的优质服务赢得了村民的认可，他的
店，也被亲切地称为“解忧杂货店”，他本人也
上了“浙江好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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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有家村里有家
““解忧杂货店解忧杂货店””

一次“顺手”帮助，爱心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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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被评为“浙江好人”这件事，吴顺良显得很腼
腆，总是说：“我真没啥特殊的。”在他心里，村里的事
情就是自己的事情。

2020年春节的那场疫情，牵动着无数人的心。面
对未知的疫情，吴顺良没有退缩，成为了村里最早一
批报名的志愿者之一。那段时间，他冒着严寒开着电
动三轮车，拿着疫情防控的小喇叭，在村里巡逻和宣
传。碰到没有戴口罩外出的村民，他会拿出自己仅有
的几个口罩送给他们，告诉他们不要乱走动，尽量避
免扎堆在人群密集的地方。

村里设卡以后，吴顺良凭借自己杂货铺里“物资
丰富”的优势，当起了后勤保障员，免费往卡点送水和
食物，从矿泉水、饼干、泡面到热气腾腾的茶叶蛋、饺
子、面条、大包子。那段时间，早上 6点和晚上 8点都
是志愿者们最期待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位憨憨的店
主总会准时到来。“茶叶蛋管饱，营养好，口感也好，是
那段时间卡口上的志愿者们最喜欢吃的，不过也是最
难煮的，入味需要很长的时间。”吴顺良说，煮茶叶蛋，
他和妻子需要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开始煮蛋，敲碎，接
着加入茶叶和调味料慢火熬煮。看到天不亮就起来
忙活的他，有志愿者开玩笑：“吴老板，你这样下去以
后可以开一家早餐店了。”但吴顺良从没觉得辛苦，他
说村子是他们的家，那段大家一起顶着严寒守村的日
子，让他更加感觉到了村里人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互
相守护的力量！

也是从那时起，村里人更加注意到吴顺良这个实

诚汉子，“他办事让人放心”成为大家给他的标签。后
来村里遇到大暴雨天、夏季遇到台风登陆，村委会都
会打电话让他负责查看周边河道水位和树木倒塌堵
路的情况。去年8月的一场大暴雨，平湖因降雨量居
全国第一而冲上热搜，就在大家忧心全市的救灾情况
时，吴顺良一声不响地骑着自家的三轮车，装着一车
车沙袋往返村部和堤坝，忙了整整一天，身上湿透了，
但村里的设施、良田都保住了。也许对吴顺良来说，
龙萌村就是他的家，为了这个家，他再苦再累都值得。

对于村子的热爱和对村民的爱，吴顺良时时体现在
细节中。村民洪阿婆身体不好，常常需要到附近的卫生
院监测血压等，吴顺良总是记得比老人还清楚，到时间
了，总会在楼下喊着：“洪家阿婆，我们去卫生院了，我送
你过去……”夏天的时候，有老人买了几个西瓜站在楼
下一筹莫展，吴顺良立刻“心领神会”：“来，阿公，我帮你
扛上去。”村里有困难的家庭，他也帮过不少。在龙萌村
拆迁前，曾有村民来他店里赊账。原来这个村民家中困
难，又遇到丧事，便到他的小店里赊了近600元的烟酒。

丧事结束后，对方找到他，希望赊账的时间宽裕几
天。看着对方的情况，他当下就表示，能还就还，赊在
账上没事，而最终他也没有上门讨要过这笔账。“过去
我们家条件差，刚开店的时候，进货的款也都是向左
邻右舍借的。”吴顺良说，吃水不忘挖井人，现在村里
有人有难处，他也应该帮一把。经营杂货店的近20年
里，像这样的赊账也不少，最终很多账他都选择了费
用免除，即便他自己家庭条件也并不十分优越。

（部分照片由广陈镇龙萌村提供）

吴顺良开着电动三轮车，车上装着一袋米、一
桶油，临出发，还不忘捎上一袋盐，这趟“外送”的
最后一站便是徐阿婆家。村里的徐阿婆家距离吴
顺良的小卖部不过百米远的距离，可是徐阿婆已
经 88 岁了，是村里的独居老人，子女都在外地工
作，平时缺少人照应。这不，一大早，徐阿婆就给
吴顺良打了电话，让他方便的时候带包盐过去，家
里已经快没盐了。吴顺良忙不迭地答应：“方便的
方便的，你等着啊，我这刚好有一趟东西要送，很
快的啊，阿婆你别急，千万不要自己出门。”“好好
好，谢谢你啊……”

吴顺良口中的“有一趟东西要送”是他专门为村
里老人开设的送货上门服务“专线”。不多久，吴顺良
憨厚的声音就在徐阿婆家的堂屋响起：“阿婆，你要的
盐，我给你放在桌上了啊，你还要什么记得给我打电
话，回头我就给你送过来。”“谢谢小吴，还特地送一包
盐来，真的太麻烦了。”此时，不善言辞的吴顺良只是
憨憨地笑着，想着只是叮嘱阿婆千万注意安全，不要

独自出门。
吴顺良经营杂货店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从起初

的萌芽大队到如今农房集聚的龙珠庄园，他的小卖部
一直是附近村民最愿意去购买生活用品的地方。因
为熟悉，再加上为人热情，村民们有什么难题都会找
到他，尤其是村里有许多独居老人，他已经 10多年风
雨无阻，为老人们送货上门了。

说起这个特别的服务，正是因为徐阿婆。那是十
多年前的一个早上，天还蒙蒙亮，正下着瓢泼大雨，吴
顺良刚打算开门营业的时候，就看见徐阿婆撑着伞颤
巍巍地走来。雨天路滑，吴顺良看到后急忙上去搀住
徐阿婆。事后才了解到，原来徐阿婆准备做早饭，却
发现家里没油了，因为一个人住，不得已，只能自己冒
着大雨走来买油。吴顺良赶紧拿出油，牵着徐阿婆把
她送回了家。临走，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了徐阿
婆，告诉她，今后要是有需要，尽管给他打电话，他一
定送货上门。

送回徐阿婆，吴顺良的心里总不是个滋味。“有时

候回过头来想想，除了徐阿婆，其实身边还有不少这
样的老人。”在吴顺良心里，村里很多老人，都是看着
他长大的，这些“大人们”变成了如今他眼中的“老人
们”需要帮助了，他应该义不容辞。

从那以后，他就会格外留个心眼，碰见来买东西
的老人，总会攀谈几句：“阿公，最近是一个人住的，还
是儿女会回来的呀？”“婆婆，家里的米还够吃几天？
要是快没了，提前跟我说啊，我给你送过来，你就不要
跑来了……”就这样，从第一瓶菜油开始，他坚持为老
人们送货上门十多年，无论刮风下雨，只要有需要，他
都会使命必达。

村里的老人年岁大了，有的文化程度不高，不识
字；有的则没力气干一些相对重的活，这个时候，吴顺
良除了为老人送货，还会帮忙干些别的。煤气不会换
了他帮忙换；电视机出问题了，他帮忙查原因；西瓜搬
不动了，他二话不说就帮着扛上楼……“有时候刚刚
回到店里，还没坐下就又出门了。”如今的吴顺良，已
经成为村子里老人们心中不可或缺的“外送员”了。

吴顺良不但是村里老人们的“外送员”，还是村民
张大伯的“贴身保姆”。事情还得从去年 10月末的一
个傍晚说起。

那晚，吴顺良所在的龙萌村微信群里，突然发布
了一个消息：村民张大伯走失了，号召村民们帮忙一
起寻找。张大伯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常常记不得很多
事，一个不小心，家人没看住，就走得无影无踪，只是
之前几次，寻回都比较顺利，那一晚，却很久很久都寻
不到他的踪影。

吴顺良的小卖部在村里的入口第一家，平时的他不
忙的时候也会留个心眼，隐约记得彼时张大伯是往哪个
方向走的，就赶紧在群里应了一声，放下手里的活，领着
隔壁的六七个村民，加入到了寻找张大伯的队伍中。

“一群人分开几条线路，分头找的。”吴顺良记得，
那一次，真的是从天还泛着点白一直找到了天完全黑

透。“差不多找了两个多小时都快到廊下了，才在一个
工地上找到了他。”吴顺良说。

而张大伯显然是发病了，不认识这些来找自己的
人，吵着闹着不要回家，还要在工地上“玩一会儿”。

“啊呀，老伯伯啊，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黑咕隆咚的，
还那么冷，我们还是回去吧？要不去我店里喝喝茶怎
么样，我们一起讲讲话？”从刚开始的执拗，到听到

“喝茶聊天”，张大伯显然眼睛一亮。吴顺良趁热打
铁：“走嘛走嘛，再嗑嗑瓜子，我跟你说，我店里还开着
电视机，节目很灵的，你陪我看看去……”好说歹说，
连哄带骗，这才将张大伯安全送回了家。

正是因为这一回将张大伯找回来，他对吴顺良也
多了几分亲近之感，吴顺良几乎成了张大伯的“大保
姆”，至今他已先后四次将张大伯送回了家中。有一
次他正在店里忙活，突然看到张大伯慢腾腾地从店门

口走过，一路往北走去。意识到张大伯可能又一次要
“离家出走”了，他赶忙让妻子跟着对方，自己则马上
跑到张大伯家中去“通风报信”，随后又一次将张大伯
安全地送回了家中。

不仅是张大伯，憨厚的吴顺良总是热忱地对待每
一个村里人。小店天天开门，总会遇见个别粗心的客
人，在吴顺良的店里，落下东西这种事也常有发生。
他记得有一次，有个不太熟悉的村民来他这里买东
西。过来时对方手里还拿着个皮包，可等对方买完东
西付好钱，一转头就走了，皮包就这样落在了店里。

等对方开车回去没多久，正在整理货品的吴顺良
忽然看到了这个包。打开皮包找到了身份证，才得
知原来是南面村里的村民，他马上开着电瓶车送了过
去。等他把包还到对方手里时，对方还不知道是自己
把包都落下了，对着吴顺良就是一阵感谢。

一次夜晚寻找，成了“贴身保姆”

一次志愿服务，开启方便之门

吴顺良在杂货店

吴顺良为独居老人扛米上楼

吴顺良在义务宣传

吴顺良骑着三轮车为老人送货 吴顺良参与垃圾分类工作 帮老人挑选西瓜送上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