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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跨越湘鲁
“情系湘西”的爱心“椪”撞

“每天6元钱，老人笑开颜”
——江西省高安市农村“幸福食堂”见闻

让
爱
心
在
指
尖
上
流
动

1 月 25 日，“湖南湘西深山柑

橘爱心义卖”的消息在山东省济

南市发出不久，首批 5000 箱来自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柑橘就

被各界爱心人士订购一空。这是

近日社会各界帮助解决湘西柑橘

“卖难”的温暖一幕，也促使此前

严重滞销的湘西柑橘逐渐热卖。

湖南省湘西州是我国脱贫攻

坚的“主战场”之一，柑橘是当地

的主要扶贫产品。今年湘西柑橘

迎来大丰收，但由于交通不便、冰

冻天气、市场等多方面因素，当地

69 万吨柑橘尤其是 45 万吨椪柑

大面积滞销。成熟的柑橘堆积如

山，果农们心急如焚。

近日，湘西柑橘“卖难”的消

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

在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湘西州的

山东省济南市掀起了爱心帮助

热潮。

济南市有关部门联合湘西州

柑橘办在济南发起“情系湘西·爱

心‘椪’撞——深山滞销椪柑义

卖”活动，得到当地多家企事业单

位踊跃响应，许多市民也积极购

买。济南市舜耕街道办发动辖区

居委会、公益组织、社区居民等，

采用自愿购买方式，团购了120余

箱湘西椪柑。“我们了解到湘西果

农的困境，通过QQ群、微信群等

途径呼吁，结果一呼百应，市民纷

纷表示愿意帮忙。”舜耕街道办相

关负责人告诉笔者，“椪柑价格不

贵，味道又好，大家一起做件好

事，帮助湘西的果农过个好年。”

据了解，济南市相关部门还面

向全市征集湘西椪柑售卖点。活

动负责人表示，“不仅仅要发动爱

心义卖，还要找到长期稳定的销

售渠道，帮助解决湘西柑橘长远

销售问题，对被选中的售卖点，我

们将颁发‘爱心销售点’牌匾。”

看着积压多日的柑橘即将销

售一空，湘西州古丈县果农黄大

炜非常高兴：“很感动很温暖，这

下我们终于可以开心地过年啦！”

笔者从湘西州柑橘办了解到，在

各界爱心人士帮助下，近日湘西

柑橘的销售量直线上升，滞销局

面明显改善。

（新华社 周楠 邵琨）

泸州纳溪区检察院
关爱扶贫干部
及其子女

本报讯（廖胜春 罗雪艳 罗经）
“妈妈，原来你没时间陪我，是因为在

帮助别人，我错怪你了！”近日，四川

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检察院开展了

“纳爱”暖冬行动助力脱贫攻坚活动，

邀请扶贫干部及其子女 40 余人到

“纳爱”基地开展法治慰问和关爱活

动，让孩子们更了解和支持父母的

工作。

活动当天，泸州市纳溪区“纳爱”

全覆盖体系副组长、纳溪区人民检察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朱亚梅向扶贫干

部及其子女表示欢迎，表达了对扶贫

干部的感谢和对孩子们的期望，并向

孩子们赠送了“纳爱”法治产品。在

“纳爱”检察官志愿者的引领下，扶贫

干部和孩子们参观了纳爱基地，学习

了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例、青少年常

见认识误区，观看了法治微电影《纳

爱无言》，并开展了一场法律知识竞

赛，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知识。

在亲子交流会上，孩子们观看了

父母扶贫的工作记录短片，倾听了驻

村扶贫干部代表秦江海介绍扶贫工

作的日常见闻、感受。最让孩子们感

动的是，未能到现场的爸爸妈妈，通

过书信、视频留言等方式向他们表达

歉意和希望，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希

望他们多支持和理解父母的工作，从

小学会关心和帮助别人，共同构建和

谐幸福大家庭。

“爸爸，您放心！以前我总是怪您

天天下村，都没时间陪陪我，现在我

知道你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过上好

日子，我以后一定做一个懂事的孩

子，好好学习，当你坚强的后盾，我长

大后也要向你一样，去帮助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孩子们深刻感受到父

母工作的艰辛，纷纷发表自己的感

想，并将感受写进给父母的回信中。

孩子们还把亲手制作的小礼物送给

爸爸妈妈，参加活动的扶贫干部和孩

子们还一起包饺子，共享趣味互动和

爱的午餐。

近年来，广大扶贫干部为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经常舍弃陪伴家人的时

间，走村入户，奋战一线，甚至驻守在

村里，使他们的孩子缺少陪伴，缺少

家的温暖。通过此次活动，旨在增进

扶贫干部和孩子的情感交流，获得孩

子们对父母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时

将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传递到群

众中去，帮助更多的孩子健康成长。

“团圆系统再立新功，2018 全年

找回走失儿童 3599 名”“安心驿站成

为卡车司机的守护天使”“公羊会国

际应急救援成为代表中国力量的新

品牌”……在浙江，有这样一群爱心

人士、企业和社会组织，他们以各种

各样的指尖公益项目，为精准扶贫、

帮助特殊人群等贡献着力量，传递着

新时代网络正能量。

作为互联网时代公益事业发展

的新趋势、新形态，指尖公益因为理

念新、门槛低、随手公益接地气而受

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也为更多群体

带去温暖和便利。比如，为了给卡车

司机提供服务，“传化·安心驿站”应

运而生，以卡车司机互帮互助为核

心，线上建群、线下互助，一个个司

机驿站的落地、一名名公益站长的任

命，让四海为家、散落天涯的卡车司

机在彼此的互助服务中，实现了车

安、家安、心安。

以往，很多公益项目因为信息传

播 乏 力 ，而 难 以 产 生 较 大 影 响 。如

今，互联网平台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能够为公益事业赋能加速，让社会各

界汇聚的暖流更快抵达，为处于困厄

中的人们纾困解难。“团圆”系统就

是一套高效率的移动打拐平台。在这

个系统里，全国各地打拐民警第一时

间上传失踪儿童信息，新媒体及时推

送，警民联动快速寻找、侦破案件。

截至 2018 年底，“团圆”系统共发布

失踪儿童信息 3659 条，找回 3599 名

儿童，让全国千百户家庭重获团圆。

2018 年 10 月，“团圆”系统还在联合

国会议上作为中国经验被推介。今

年，“团圆”系统的首次海外试点将

在肯尼亚落地，为那里需要帮助的人

带去希望。

如今，随着指尖公益越来越火，

全民公益已蔚然成风。而社会各界汇

聚的爱心暖流，不仅让网络空间充盈

着正能量，也让中国人的爱与责任不

断向外传递。一方有难，八方来助。

以“公羊会”为例，他们不只在汶川、

玉树、雅安、鲁甸、九寨沟等国内地

震救援中出现，在跨国地震救援中，

同样留下了他们的身影。2018 年 2 月

17 日，墨西哥南部突发 7.2 级地震。

来自中国的民间公益救援队“公羊

会”立即行动，经过 18 个小时越洋跨

洲飞行以及 7 个小时不间断崎岖山

路驾驶抵达震中，与提前到达的两名

队员会合进入灾区，展开救援。而随

着国际救援的开展，中国人和平、友

好、博爱的形象也更加丰满。

动动手指，就能在沙漠里种一棵

树；开通直播，就能为乡村学生讲一

堂课；念段文字，就能与盲童共读一

本书……指尖微公益，为传统的慈善

公益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慈善不必是

沉重的，也可以很轻松；慈善无需强

求，因为爱心源于自愿；慈善更不是

单打独斗，要形成指尖上的“公益共

同体”。每个人奉献的爱有限，但借

助这一形式就能汇聚成爱心暖流，让

温暖抵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据《人民日报》）

1 月 23 日，江苏省东海县中医院开展了“送温暖下基层”义诊活动，组织外科、内科、妇科等医疗专家走进曲阳乡曹庄村，免费为村民测血压、

血糖，为村民诊断病情，讲解疾病治疗知识，宣传健康扶贫政策，并向村民赠送了药品。图为活动现场。 张开虎 陈士健 王其涛 摄

夜幕降临，35 岁的李成兴拖

着行李走下列车，脸上洋溢着灿

烂的笑容。1 月 24 日 19 时 27 分

许，由广州南站驶出的“滇粤劳务

协作返乡专列”抵达昆明南站，包

括他在内的 600 余名云南籍贫困

务工人员乘坐D3830 次列车返乡

过年。

李成兴来自云南省广南县坝

美镇，几年前到广东打拼，为了省

点钱，已经多年没回家过年。在人

社部门和村里的帮助下，今年他

得以乘坐“返乡专列”回家过个团

圆年。他说：“我们不仅有免费车

票，还收到了爱心礼品。”

这是滇粤两地人社部门联合

有关部门连续第二年举行“返乡

专列”活动。今年春运前，人社部

门通过摸底调查、组织发动和自

愿报名等方式，组织在广州、深

圳、珠海等11市189个企业的600

余名滇籍贫困务工人员报名，为

他们提供免费车票，并提前送上

车票。

据“返乡专列”列车长唐杨介

绍，为做好“返乡专列”保障工作，

值乘人员强化业务知识、服务技

能培训，做好车厢内卫生环境清

理、返乡乘客乘降组织，还利用自

己的一技之长，在列车上开展文

艺活动。

写春联、送福字、开展文艺表

演……一路满怀暖意，欢声笑语。

来自云南怒江的和海宝在珠海一

家电子材料公司工作。他说：“回

家路上有吃的、有看的，还有爱心

礼品，我们提前感受到过年的味

道，不再孤身返乡。”

薄薄纸车票，情暖回家路。

“随着春节的临近，回家团聚

的心情越来越迫切。”同样来自怒

江的聂李全去年参加了人社部门

组织的就业培训，随后和几位乡

亲一起到珠海务工。“我们来自山

区，很多不懂网络订票，这趟车很

暖心，到了昆明还有大巴送我们

回家。”

“返乡专列”进入云南境内

后，广南、石林、东川人社部门先

后在沿途车站组织接站和中转安

置工作，大理籍务工人员转乘昆

明至大理高铁返乡，怒江州则安

排大巴从昆明接送怒江籍贫困务

工人员回家。

云南人社部门有关负责人

说，“返乡专列”活动是落实国

家关于东西部协作就业扶贫工

作部署和滇粤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的举措，让更多在外忙碌了

一年的务工人员享受社会发展

红利，帮助他们开心回家，欢喜

过年。

近年来，滇粤两地深入推进劳

务协作，云南昭通、怒江分别与广

东中山、东莞、珠海建立市级层面

的议事协调、对口联系、任务分解

等对接沟通机制；在县区层面建

立结对帮扶、对口协作机制，推动

有意外出务工的农村贫困劳动力

前往广东就业。

“多年的实践证明，劳动力转

移 就 业 可 以 有 效 助 力 脱 贫 攻

坚。”云南省就业局副局长杜华

杰说，目前滇籍在粤务工人员超

过 160 万人，占全省外出务工人

员的三分之一。“我们期待他们

利用学到的新知识、新技能，回

到家乡参与建设，带领乡亲们一

起致富奔小康。”

（新华社 林碧锋）

以往儿女外出打工，留守独居

老人的吃饭问题成了不少农村家庭

之忧。2018年以来，江西省高安市近

百个村建立“幸福食堂”，给这些老

人和家庭带来了笑脸。

“每天 6元钱，顿顿有现做的饭

菜。”64岁的老人刘小元指着餐桌餐

具说，在这里就餐又干净又舒心。

“早上有粥、面条和包子等，中晚

餐两菜一汤。你问这里好不好？去年

5月份过来后，我吃胖了4斤。”88岁

的袁菱角老人接过话茬笑着说。

在高安市黄沙岗镇尤溪村，12

位老人对“幸福食堂”齐声称赞。“一

个人的饭难做，以前做一顿吃两三

顿，单调又不卫生。”尤溪村干部蔡

志升说。

2018 年，高安市以政府购买服

务支持一点，乡镇财政解决一点，社

会爱心捐助一点，村集体和老人承

担一点的方式，开办起面向农村独

居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幸福食堂”。

目前，当地 93个验收合格的食堂可

供1300多人就餐。

“这解决了老人吃饭的问题，解

除 1000 多个家庭的‘后顾之忧’。”

高安市委农工部副部长张细莲说。

“一顿才两元钱，老人说在食堂

吃得好，我们在外心里踏实，政府这

事办得真好。”高安市祥符镇枫树村

村民何圆圆说。

笔者走访发现，因为对“幸福食

堂”满意，有的老人和家属觉得餐费

收得少，甚至主动捐款支持食堂。

“一个月才 100 多元钱，我和儿

子觉得‘占了食堂的便宜’，都捐了

钱。”黄沙岗镇铁团黄家村 88 岁的

老人黄洪澄说。

据了解，根据食堂“不盈利”原

则，“幸福食堂”收费为每人每天 6

元以内。目前高安市给予每个食堂

每月 2000 元用于厨师和管理员工

资；乡镇提供冰箱、消毒柜、桌凳餐

具等；村里负责解决其余支出。

不盈利可以，但如长期超支，食

堂能否持续运行？

面对疑问，一些村干部和群众

说“不担心”。“去年‘幸福食堂’超支

了 1 万元左右，但村里募集的捐款

就有8万多元。”祥符镇西湖村村干

部罗小兵说，“不担心”来自两方面

的底气，一是大部分村民和社会爱

心人士都支持开办“幸福食堂”；二

是随着乡村振兴建设，村集体经济

将会越来越好。

当地灰埠镇卢家村挂点干部梁

峰表示，节省开支的办法还有很多。

例如，村里通过老人从自家菜地带

青菜，身兼厨师和管理员的村民在

自家办食堂，既保证了饭菜质量，又

节省了开支。

“今年市里考虑加大投入，鼓励

各地进行更多探索。”张细莲说，政

府和群众一起努力，没有解决不了

的问题。 （新华社 秦宏）

2018成都公益慈善
年会举行

近日，“2018成都公益慈善年会”

在四川成都举行。本次年会以“友善

之城·尚善之都”为主题，旨在助力成

都市打造“友善公益之城”，倡导全社

会共同参与公益慈善活动，为成都的

公益慈善项目募集资金，有力推动成

都慈善事业发展。

成都市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发

展中心主任、成都市慈善总会秘书长

李仲强说，2018 年，成都市的公益慈

善事业蓬勃发展，仅成都市慈善总会

全年募集款物就达2.84亿元，其中资

金 5737.68 万元，物资折合人民币

2.263 亿元。此次年会在总结 2018 年

慈善工作的同时，也会对热心参与慈

善工作的单位进行表彰，并倡导全民

参与公益慈善，助力成都市打造“友

善公益之城”。

据介绍，2018年成都市慈善总会

共推进教育发展、医疗健康、赈灾援

建等救助项目 595 个，支出款物 2.64

亿元，其中支出善款5085.84万元，发

放物资价值共计 2.13 亿元。2018 年，

为提倡全社会共同参与公益慈善，成

都市慈善总会在各项工作的基础上，

重点发展建立慈善社区和社区基金，

目前共建立 300余只社区基金，一到

两年内社区基金计划拓展到 1000

只。2019 年，还将计划发展建立慈善

医院和慈善学校等。

（据《慈善公益报》）

情暖回家路
——云南在粤贫困务工人员免费乘专列返乡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