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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过去大家没少帮助我们
现在希望大家都有双健康的脚

如今，孟建设带出的徒弟，遍布全
国。 他不仅教给徒弟为人修脚的服务
技能， 更告诉徒弟们要用感恩的心对
待每一位顾客。

孟建设是北京孟氏创业健康咨询
中心创始人， 今年还开了分店。 但是
1978年从河北来到北京，他面临的第一
问题便是生存。 家有中医渊源的他为
谋生，干起了修脚的活儿 。即便如此 ，
在京立足也经历了艰难的过程。 摆地
摊儿修脚的时候，因为活儿干得漂亮，
很多街坊都愿意找他修脚。后来，在邻
里和街道的帮助下， 他从地摊儿搬进
了楼房。期间，他还到中国中医研究院
进修，系统学习了针灸和按摩技能，先
后取得了中医医师证、 足疗师证和高
级修脚师证。2000年底， 孟建设创办了
“北京孟氏创业健康咨询中心”。

生活好起来后， 孟建设没忘帮过
自己的人，心里始终装着雷锋精神，怀
揣感恩之心，想方设法回报社会。也是
从2000年起， 孟建设开始参与公益活
动。

“我最早就是看鸡眼 、脚垫 、灰指
甲、瘊子。有的老人特别严重 ，那真是
走不了道儿， 我就是想让百姓有双健
康的脚。” 早在1995年在广慈医院工作
时，孟建设就开始免费为老年人诊断。
医院对于脚病的方法一般是激光 、冷
冻手术等， 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患者走路痛苦的问题。 有了属于自己
的治疗室后， 孟建设从一个最初的地
摊修脚匠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脚病医
师，他希望为更多的人解决脚病问题。

“干这个工作我称心如意，干到现
在60多岁我依然很满意。过去在中医室
坐着，现在进社区为老人服务，都是为
大家解决健康问题， 能帮助到那么多
人，我很顺意，也收获了很多荣誉 ，心
里很慰藉。”老孟说。

最让孟建设高兴的是为国旗班战
士修脚。这个想法源于儿子孟阳10岁左
右时， 孟建设带他上天安门广场看升
旗仪式。 童年的孟阳看到高大威武的
国旗班战士， 跟爸爸说：“这些解放军
叔叔穿着马靴，也需要修脚吧？你怎么
光给老人修脚， 为啥不给这些战士服

务？”这句话触动了孟建设。从2000年国
庆之后，每到劳动节、建军节、国庆节、
春节，只要有时间，他就带领大家到国
旗班为战士修脚，送泡脚的中药、艾草
鞋垫。这项志愿服务，一直坚持到2020
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才暂时中断。

此外， 孟建设还常年为老年人服
务。义务修脚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突
发情况。一次，孟建设约好了上门为一
位老人修脚，可他刚进门，便发现老人
脸色青黄一动不能动。他赶紧帮忙把老
人送到医院，医院确认为脑梗。事后，老
人的儿女找到孟建设，要给他钱表示感
谢。 孟建设坚定地说：“这可不能要！这
是举手之劳嘛！”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修脚的过程中不断精修人心

2011年， 孟建设获得了北京市人
民政府颁发的北京市万名孝星称号 ，
还获得了1000块钱的奖励。 他当即将
这1000块钱捐助给了辖区的贫困家庭。
“当时是社区开党员会， 书记说七区有
贫困家庭， 父母重病， 孩子正在上高
中， 学费很困难。 我一听， 当场就把
奖金捐了。” 孟建设不太会说华丽的辞
藻， 就是知道了需要帮助的人和事儿，
有能力就帮上一把。 这些年， 孟建设
参加的各类社会捐款达数万元。

这些年来，在孟建设的心上还有一
件特别重要的事———加入中国共产党。
虽然没有正式的党员身份， 但2001年
起，孟建设就跟随东城区和平里街道的
流动党支部组织的活动，义务为老人服
务，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2008年， 孟建设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当时，他是东城区优秀志愿者，他的
团队被评为东城区优秀志愿服务队 ：
“想入党，入党干事业更放心。”不过，作
为非公企业的企业主，有着非常严格的
审核程序。2011年，孟建设终于如愿，光
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2014年， 孟氏修
脚建立了自己的党支部。

有了党支部，孟建设的志愿服务队
更有干劲儿了。他们不光接受街道辖区
安排的义务服务，还扩大范围，主动寻
找义务服务机会。 从东城区到其他区，
从国旗班到其他部队， 带着工具和人，
隔三岔五就去做义务服务。 每年3月是
学雷锋志愿服务月，但孟建设的志愿服

务队不光是3月忙碌， 一年中绝大多数
月份，都有人在为不同人群义务服务。

在孟建设记忆里，有一位很特殊的
顾客，是位报道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记
者。由于脚病，加上常年没有修过脚，老
人的指甲向前长出，又向上弯曲，接着
又向回长，指甲硬得像石头。此外，老人
患有糖尿病， 让修脚这件事增加了风
险。老人的医生还说：“你别乱动，动坏
了你负不了责任，我也负不了责任。”但
孟建设依然拿出工具， 像刻石头一样，
一点一点地，将老人的指甲磨掉……

“其实当时我也担心，可是满心想
着给他修好!”一整个下午，孟建设使出
浑身解数，只修出了一个指甲。后来又
修了几次， 才将老人的指甲全部修复。
老人特别感谢他，还专门给和平里街道
写了感谢信，表扬孟建设的服务精神和
精湛技术。此后，孟建设为这位老人服
务了十四五年，直到老人离世。而现在，
老人的儿子也成了孟氏的顾客。

“修脚，也是修人心。”在北京42年，
孟建设把义务修脚看得像吃饭睡觉一
样重，他觉得修脚光荣：能为人义务修
脚是在做好事，特别光荣。

让孩子在修脚中得到成长
更好地传承中医修脚事业

和60年代生人的父亲不同，90年出
生的孟阳接受修脚师的身份，用了很长
时间。

孟建设曾经想让孟阳学医，将自己
没能好好继承的家学中医和当今的高
等教育结合起来，更好地发展中医修脚
事业。然而青春期的孟阳偏不，高考选
择了市场营销专业。

虽然儿子刚开始并不想加入到修
脚的行业， 但孟建设的态度却很强硬。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想着先安抚父母，
再找机会就跳槽，于是开始学习修脚技
艺。”孟阳说。从小性格内向的孟阳，见
到陌生人不爱说话， 看一眼都会脸红。
而志愿活动常常都是在人多热闹的地
方进行，还会有很多人围观，孟阳刚开
始时觉得特别尴尬。

孟建设就一次次的开导儿子， 说：
“这有什么的，别人可以干，你也可以。
咱们挣干干净净的钱，在大街上是为别
人义务服务，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时间
长了，孟阳渐渐发现行业的价值。

一次，孟阳上门出诊，是一位卧床
的老人。当时老人和多名子女挤在一套
房子里，空间十分狭窄。老爷子躺在医
院那种摇床上，位置拥挤到连个凳子都
没地方放。孟阳只能弯着腰探进床栏杆
给老人修脚。常年不打理的趾甲长出脚
趾五六厘米，像牛角一样卷起，又厚又
硬，由于卧床又不能泡脚，只能用热毛
巾捂趾甲，但功效甚微。指甲长得上面
特别硬，下面相对比较软，弄不好就脱
落流血。孟阳像剥洋葱似的一层一层给
老人修指甲， 一直弯着腰修了2个多小
时。老人指甲硬得很，回来后修脚的刀
都得重新磨一遍。

通过一次次精湛的修脚技术，孟阳
获得了越来越多顾客的认可，换来的一
张张笑脸，这让孟阳很高兴。

“为顾客服务的过程中，我常常会
跟他们聊天，这让我了解到了不同的人
生，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孟阳说。
如今的孟阳在父亲的带动下也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还参加了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庆典、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活
动。“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人生中难
得的历炼，让我学会了沟通与成长。”孟
阳自信地说。

这两年，孟阳也开始带着儿子参加
更多的志愿活动。虽然他并没有专门给
孩子讲什么是学雷锋， 什么是志愿服
务， 但孟阳相信这样耳濡目染的熏陶，
会在孩子的心灵中播下种子。

20余年义务修脚19.5万人次

老孟和小孟始于足下的志愿服务

从3月开始， 孟建设和儿子孟阳
就格外忙碌， 安排好自家店里的生意
后， 他和儿子便带着店员深入到东
城、 西城、 朝阳、 海淀的各个社区，
为老年人、 快递小哥、 环卫工人义务
修脚按摩。 作为北京孟氏创业健康咨
询中心创始人， 工作之余， 孟建设用
所学和经验， 为尽可能多的人送去健
康。 他带出的徒弟、 学生有几百人。
20多年来， 他们的足迹遍布京城， 为
各类人群义务修脚达19.5万人次。

孟建设

孟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