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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盒背后的爱心故事
个“建档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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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青年为老服务志愿者总队

正式成立。同时，上海申养望年荟养老院

成为申城第一个为老服务志愿者基地，

吸引了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

等 10 家志愿者分队入驻。

上海青年为老服务志愿者总队由上海

青年志愿者协会和上海申养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是一支以青年志

愿者为代表的为老志愿服务队伍。首批10

支为老服务志愿者队伍已入驻基地，包括

中国建设银行青年志愿者协会、上海师范

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同济大学医学院等

10家志愿者分队。

今后，每个志愿者服务队将根据各自

特长，不定期为老人提供志愿者服务，例如

中医药大学分队将开展中医义诊、健康咨

询，智塾公益分队将推出手工编织活动等。

据悉，上海青年为老服务志愿者总队将围

绕老人的实际需求，组织各个志愿者分队

提供综合为老、医疗为老、艺术为老、科技

为老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建立一套完善

的为老服务标准，吸引更多团体开展为老

服务。 （据《慈善公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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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煤黄陵矿业一号煤矿
“小红帽”志愿者显温情

本报讯（李小艳 倪小红）近日，

陕西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司一号煤

矿的“小红帽”志愿者们深入矿区孤

寡、独居、生活困难的老人家中，开

展爱心服务活动，精心为老人们打理

菜园子、喂牲畜、打扫房屋，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尊老、爱老、敬老、助

老”的传统美德。

在活动中，志愿者们与老人们拉

家常，倾听老人的心声，了解他们的

生活情况，叮嘱老人们要注意身体健

康、饮食卫生，生活上遇到困难随时

向志愿者反映，志愿者们会及时帮助

老人解决困难。

一号煤矿工会一直秉承“关爱孤寡

老人，义务奉献爱心”的传统，常年坚持

亲情服务不断线，定期组织志愿者入户

开展家居清洁、义务理发、心理疏导等

志愿服务活动，帮助老人解决生活难

题，为老人送爱心，送温暖，让老人们感

受到矿区大家庭的浓浓爱心。

11 月 6 日，河南省平顶山市

中心血站的献血车开到了平顶

山市湛河区曹镇乡，虽然当天一

直阴雨绵绵，但是丝毫没有阻挡

住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献血

热情。据统计，当天该乡共有 98

名党员干部和群众参加无偿献

血。图为曹镇乡党员干部和群众

在献血车上无偿献血。

王毛生 唐要普 摄

近日，家住江苏省扬州市邗江

区竹西街道安平社区鸿福家园的

居民陈秀萍登录了“扬州智慧社

区”微信公众号，点点手机，便用

自己积累的志愿服务时间，兑换了

一个小时的老人料理服务。预约时

间内，安平社区志愿者周静敲开了

陈秀萍的家门，帮助陈秀萍照顾她

行动不便的公公。

创新推广“互联网+志愿服
务”平台

陈秀萍是安平“四叶草”志愿者

协会的一员。丈夫去世后，陈秀萍

悉心照料 82岁中风在床的公公，十

余载如一日。即便精力有限，她仍

积极参与小区环境整治、照顾孤寡

老人等志愿服务，是街坊口中的

“热心肠”。

陈秀萍有时因事出门，无暇照

顾公公，由于她积极参加志愿服务，

帮助他人，社区志愿者也来帮她照

料老人。“帮人就是帮己。家里离不

开人，能有人帮一把，真好！”陈秀萍

没有想到，平日里做的点滴小事，却

能换来更多帮助。“以后，不管我身

处何方，只要把志愿服务通过手机

存入网上‘时间银行’账户，就能够

为自己或家人储蓄一份志愿服务。”

陈秀萍口中的网上“时间银行”，就

是扬州职大联合安平社区创新推广

的“互联网+志愿服务”平台。平台

根据志愿服务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的时间累计积分，线上兑换其他志

愿者提供的服务或生活用品，还能

现场报名参与各类志愿服务。

“接长”志愿服务事业的
“手臂”

“做一两次好事不难，一直做好

事不容易。”竹西街道安平社区党委

书记王佳佳说：“这几年，我们把社

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动’机制

和志愿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起

了新型社区服务体系，现有注册志

愿者 2019 人，占常住居民的 18%，

培植打造了安平‘四叶草’志愿者协

会、‘春涛法律服务中心’等志愿服

务社会组织。”

体系建起来了，如何鼓励市民

长期投身于志愿服务？王佳佳说，

“线上‘时间银行’反哺平台，就是

我们探索通过回馈机制和奖励措

施，激励更多人长期活跃在志愿服

务中。”

王佳佳说：“志愿服务离每个人

都很近，触手可及。在互联网时代，

我们尝试利用微信群、公众号以及

微博等网络渠道，‘接长’了志愿服

务事业的‘手臂’，志愿服务覆盖面

更广、活跃度更高、凝聚力更强，让

老百姓更有获得感。”

筹建“创益中心”，激发志
愿服务活力

安平社区还有一个青少年志愿

服务群，100多位群友的背后，就是

100多个青少年家庭。今年春节，扬

州禁燃烟花爆竹，社区工作人员将

公益宣传活动发布在群里，吸引了

众多青少年和家长报名参加。寒假

期间，辖区40多名青少年手捧自制

禁燃烟花爆竹宣传牌，向街坊邻居

进行宣讲。

一个青少年影响一个家庭，逐

渐影响一个社区。春节期间，安平社

区未响起一声爆竹声。今年 7 岁的

孙艺涵说，学校每年都有假期实践

作业，能用力所能及的方式服务社

区、帮助他人，交上一份有意义的实

践作业，感觉心里甜甜的。

“以青少年为突破口，社区的

志愿者队伍年轻化令人欣慰，大家

心往一处想、亲如一家，通过志愿

服务让青春在社区闪光。”王佳佳

说，随着志愿服务事业的推进，社

区先后获得“全国首批和谐示范社

区”“全国文明社区”等荣誉。今年

10 月，安平社区又获得了由江苏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联合颁发

的“优秀志愿服务社区”奖牌。

这几天，王佳佳琢磨着如何让

志愿服务线上线下“齐步走”。“目

前，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创

益中心’，它是社工、志愿者的‘大

本营’，志愿项目实施的阵地，预计

12 月底投入使用。”王佳佳说，“我

们将在中心定期组织志愿服务培

训，提高志愿服务水平，开展‘优秀

志愿者’评选、‘七彩之星’评定、社

区好人表彰等，持续激发百姓志愿

服务的活力。” （据扬州文明网）

扬州创新推广“互联网+志愿服务”平台
赵天

“我的‘子女’们又来看我了，不

仅给我带了 1500 元生活费和过冬

的新衣服，还帮我梳头发、擦桌子、

扫院子，陪我唠唠家常，他们就是我

活下去的精神动力。”河北省霸州市

霸州镇城二村的丁纯英说。

丁纯英今年 74岁，儿子儿媳离

异，2015 年儿子因病去世，留下了

未成年的孙子孙女需要由老两口抚

养。老伴 2016 年初也突然离世，只

留下她一人。

面对这种情况，侯振国的爱心

团队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开始从

经济、精神、生活三方面照顾丁纯

英，每月资助其家庭 1500 元，并定

期来她家做志愿服务。侯振国说：

“老太太身体还不错，但之前都不敢

出门，生怕同村人笑话她没有儿女。

现在她每天都去街上走走，总和邻

居说她现在过得很好，有特别多的

‘儿女’。”

今年54岁的侯振国，肤色稍黑、

身板敦实，做了近20年的职业经理

人。这位公众眼中的成功人士，却经

历了艰苦的童年：5岁时父亲去世，

家中 6 个孩子由母亲一手拉扯成

人，生活拮据。“母亲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乡亲们没少帮忙，要懂得感

恩。”侯振国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为了帮助更

多的人，侯振国2008年在河北廊坊

霸州市新利钢铁有限公司任职后，

开始发动公司员工及社会爱心人士

共同成立了爱心团队，每月都从工

资中捐出一小部分，给那些需要帮

助的人。

侯振国说，为把爱心团队运作规

范化，他们把成员们的捐款信息、受

助人的帮扶情况等都记录在档案里。

笔者在档案盒中看到，每个受助人的

申请、团队现场考察情况、团队汇款

情况等都被一一记录。

爱心团队成员孙笑佳说，这样

的“建档立卡”档案盒已有 512 个，

每个档案盒里至少能放80份资料，

这些材料可以确保他们的善款不被

挪用、浪费，随时都能接受所有成员

和社会的监督。

在捐款档案中，笔者看到 2010

年 7月比 6月突然增加了3万元，对

此侯振国谈起了他们的“戒烟捐款”

活动：成员中有不少“烟民”，他倡议

将大家每个月在香烟上的花费节省

下来，捐给有需要的人，没想到这个

提议很快获得大家认可，约有六成

“烟民”戒烟，受到大家的好评。

笔者看到 2013 年 10 月的一份

档案格外厚实，打开后发现，侯振国

爱心团队为挽救更多白血病患者，

集体捐献造血干细胞，其中 1522名

成员体检合格成为中华骨髓库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之后一旦配型

成功，他们将为白血病患者捐出救

命骨髓，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白血

病人带来重生的希望。

这一系列的活动使侯振国爱

心团队不断壮大，目前成员已超

过 2000 人，在河北成立了 7 个办

事处，足迹遍布 10 余个省份。10

年来，他们累计向社会捐款 1800

多万元，救助贫困家庭 2320 个，

累计志愿服务时长 163327 小时。

今年 9 月，侯振国爱心团队获得

了民政部第十届“中华慈善奖”成

为慈善楷模。

“做爱心团队并不会耽误企业正

常发展，反而让员工之间关系更加融

洽。”侯振国说，之前有员工请假时，

没什么人愿意主动帮忙完成请假员

工的工作，而做的公益事情多了，员

工之间开始互相帮助，主动去承担一

些任务。侯振国还呼吁更多的企业

家、管理人员带头做公益，在企业发

展壮大的同时回馈社会。

（新华社 赵鸿宇）

大熊猫主题公益节目
《熊猫伴我行》
倡导绿色环保理念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记者 史
竞男）全球首档大熊猫主题公益节目

《熊猫伴我行》日前与观众见面。该节

目以熊猫生态为线索，讲述熊猫与人

的故事，全方位展现中国大熊猫保护

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倡导绿色环保

理念。

据介绍，为了让海内外观众了解

更真实的大熊猫饲养工作、推广大熊

猫科普教育，央视网熊猫频道与成都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发起“全球

首届大熊猫奶爸奶妈体验活动”。通

过层层选拔，来自全球的27位青少年

齐聚成都，在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接

受了封闭训练与专业学习，体验大熊

猫饲养工作。《熊猫伴我行》节目跟踪

反映了活动的真实情况，通过“纪录+

科普”模式，全面呈现大熊猫保护相

关工作。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有关负

责人表示，近年来，基地多次举办各

类公益活动，介绍大熊猫及其科研工

作，倡导公众树立野生动物保护理

念，践行环保生活方式。《熊猫伴我

行》不仅有助于全球观众更加全面地

了解大熊猫，也能向世界展示中国在

保护濒危物种和打造大熊猫生态家园

方面的积极成效。

内蒙古
为1.15万名贫困人口
提供公益护林员岗位

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4日电（记

者 李云平）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扶贫

办获悉，内蒙古自治区全面推进生态扶

贫工作，累计为1.15万名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劳动力提供公益护林员岗位。

据介绍，针对贫困地区与生态脆

弱地区叠加的现状，内蒙古将70%以

上的国家和自治区重点生态建设任

务安排到 57 个贫困旗县。生态建设

资金、项目向贫困旗县重点倾斜，森

林管护和村屯保洁等新增岗位优先

聘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吸纳更多的

贫困人口参与林业工程建设。

内蒙古将深度贫困旗县的 25 度

以上坡耕地全部纳入退耕还林还草

项目，享受国家现行补贴政策。支持

深度贫困嘎查村成立造林绿化专业

合作社，符合条件的可优先承包造

林绿化工程，并向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劳动力提供公益护林员等岗位。

内蒙古支持引导具备劳动能力

的贫困人口参加生态产业技能培训，

培育打造能带动贫困户长期稳定增

收的林业特色产业，促进贫困户依靠

种植业、养殖业、传统手工业、休闲

观光业等林下经济脱贫。

据了解，内蒙古预计到 2020 年，

贫困人口通过参与生态保护、生态修

复工程建设和发展生态产业，收入水

平明显提升，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近日，由云南省昆明市慈善

总会倡议发起的“慈善呵护、关

爱童行”公益活动在昆明市官渡

区和平小学举行。

在活动现场，云南省公安厅

交通警察总队、云南省商务厅、

昆明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向

官渡区和平小学捐赠了 1000 套

反光背心和反光贴以保障学生

安全出行。此次捐赠活动，不仅

为和平小学带来了物质上的帮

助，更重要的是为孩子们上了一

堂生动的爱心教育课。

据了解，“慈善呵护、关爱童

行”公益活动由昆明市慈善总会

发起，所捐爱心款定向用于制作

交通安全反光警示贴及反光背

心，通过发放交通安全反光警示

贴和反光背心，让更多的司机注

意到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保

障学生安全出行，营造出“关爱

学生出行·安全人人有责”的良

好氛围。

11月 4日，广东省佛山市第一

中学内校友云集，该校紫荆花第三

届校友慈善羽毛球比赛正在进行。

佛山市第一中学副校长曾昭

强表示，佛山市紫荆花关爱协会

（原佛山一中紫荆花助学基金）从

2014年 8月开始运作以来，通过举

办各种慈善活动筹集善款，两年一

届的大型慈善羽毛球赛和足球赛

既为校友搭建起沟通联谊的桥梁，

又为助学基金筹集了善款。目前紫

荆花关爱协会已帮扶 16名品学兼

优、家庭困难的学生，以及突发困

难的校友和校工各一名，共发出帮

扶款超过60万元。

校友慈善羽毛球比赛吸引了

各地校友关注，本届球赛共 400

人参加比赛，部分校友甚至不远

万里，从海外赶回校园参赛。比

赛正处于佛山一中 105 周年校庆

的前夕，这正是主办方佛山市紫

荆花关爱协会给母校献上的一份

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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