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2 编辑：朱乔明 实习编辑：卢瑶

2019年2月1日综合新闻

暖风吹进莫木村
——“青益+”志愿者开展“衣暖心”藏区扶贫捐赠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赵青

关爱流浪者：寒冬里的暖心呵护
本报记者 杨文娟 实习记者 李林晅

1 月 29 日，四川省成都市救助

管理站救助管理区域内张灯结彩，

一片欢声笑语。

为了让站内受助的流浪乞讨人

员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和新春气

氛，成都市救助管理站开展了“张灯

结彩 喜迎新春”主题活动，活动包

括文艺演出和包饺子两大环节。

上午 9 点 30 分，活动在歌舞表

演《张灯结彩》中拉开了序幕。喜庆

的装扮、精湛的舞姿迅速将受助人

员带入到新春节日的气氛中。随后，

《爱出发》《夫妻双双把家还》《四川

欢迎你》等舞蹈陆续精彩上演，引得

台下的工作人员和受助人员掌声不

断。精彩的文艺演出结束后，工作人

员与社工组织受助人员有说有笑地

开始包饺子。半个小时以后，一百多

个饺子整整齐齐地摆在大托盘中。

工作人员将包好的饺子送到厨房，

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了，

受助人员吃着自己动手包的饺子，

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为切实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基

本生存权益，让他们在寒冬中感受

到温暖和社会关爱，成都市救助管

理站于2018年 11月启动了“寒冬送

温暖”专项救助行动，用满满的关爱

去温暖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心。

据成都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周

馨介绍，救助管理站会根据气温的

变化及时给流浪乞讨人员赠送被褥

及御寒衣物，并为他们提供适宜冬

季的饮食，同时做好医疗巡诊工作，

对需要送医的人员及时进行医疗救

助，使他们的基本生存安全得以

保障。

为了让受助人员早日回归家

庭，成都市救助管理站通过全国救

助寻亲网查询、DNA 数据对比、人

像识别、张贴寻亲公告以及发布寻

亲信息等方式，积极开展寻亲服务

工作。

“去年 12 月底，我们就送 71 岁

的彭大爷回老家了。”据周馨介绍，

彭大爷从上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外

出流浪，因为长期不在原籍地生活，

户籍信息已被注销。彭大爷被派出

所人员送入救助管理站后，站里的

工作人员通过与彭大爷交流确定了

他的原户籍地址，并与当地村支书

取得联系，协调彭大爷的返乡安置

事宜，现在，彭大爷已经在原户籍处

的敬老院安享晚年了。

“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启

动以后，成都市救助管理站迅速成

立了专项督查组，加强对成都市中

心城区（金牛区、成华区、武侯区、锦

江区、青羊区）和高新区的街面督查

力度，设计了 17条基本覆盖中心城

区和高新区辖区的督查线路，并定

期于每周二、周五开展日间督查，每

周四开展夜间督查，力争不错过任

何一个露宿街头的流浪乞讨人员。

除此之外，成都市救助管理站、

市民政局以及市公安局等部门还联

合开展了夜间联合督查行动，“截至

目前，我们已经开展日间街面督查

22 次，夜间街面督查 10 次，夜间联

合督查行动2次。”成都市救助管理

站工作人员王红告诉记者。

“我们还与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机构开展合作社工项目，通过使用

成都市救助管理站的平台，引进专

业的社工服务来推动救助管理工作

的服务质量提升。比如，我们会对站

内流浪未成年人开展替代教育沙盘

治疗、音乐干预等多元化服务。”周

馨说，我们还会定期组织针对流浪

乞讨成年人的小组活动，对他们进

行心理干预，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融

入社会、回归家庭。

截至目前，成都市救助管理站

已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2000余人，完

成返乡安置6例。“救助流浪乞讨人

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仅

可以为他们的生活提供帮助，还有

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我们会一直坚

持做下去。”周馨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在这个冬季，全国

各地都陆续启动了“寒冬送温暖 关

爱流浪乞讨人员”专项救助行动，为

街头的流浪乞讨人员送去温暖和关

爱，确保他们顺利过冬。山西省太原

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将车站、繁

华地区、地下通道、桥梁涵洞等区域

作为重点巡查区域，24小时随时待

命赶赴现场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救

助；河北省邯郸市推出主动救助、快

速救助、分类救助、延伸救助、联合

救助五种救助方式，确保流浪乞讨

人员能够及时得到救助；四川省遂

宁市大英县还专门开办了流浪乞讨

人员志愿者培训班，让流浪乞讨人

员能够得到更全面的服务。

1 月 26 日下午，天气虽然十分

寒冷，但四川省成都市义工联合会

里却人头攒动，温暖如春。一群“青

益+”志愿者齐聚于此开展“衣暖

心”藏区扶贫捐赠活动，纷纷送上对

甘孜州得荣县奔都乡莫木村村民的

“爱心”。在这寒冷的冬日里，爱心如

火苗般温暖着所有人。

不久前，成都市义工联合会从

莫木村驻村干部李沁那里得到消

息，莫木村还有不少村民没有脱贫，

需要帮助。成都市义工联合会立即

积极协调社会各方志愿服务力量，

与青羊区委社治委、青羊区文明办、

中坝社区、成都市第三十七中等单位

联合组织“衣暖心”藏区援助捐赠

活动。

活动现场播放的成都市义工联

合会志愿者到贫困山区捐赠时拍摄

的视频，让现场的人更加直观地感

受到贫困地区群众生活的不易：那

里还有很多的小朋友没有新衣服，

也没有玩具，他们也许正在为如何

熬过寒冬而烦恼。孩子们在刺骨寒

风中冻红的脸庞、干裂的唇角，以及

收到爱心捐赠时开心的表情，打动

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成都市义工联合会理事长、中

国好人、成都市优秀志愿者苏世杰

担任此次活动的主持人，他向大家

介绍了此次捐赠活动的相关情况，

并对青羊区目前正在创建的“青

益+”志愿服务品牌情况、成都市

志愿服务现状，以及志愿者如何更

好地参与志愿服务进行了详细解

读，加强大家对志愿服务的认知和

理解，呼吁大家要珍惜现在的生

活，尽己之力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

援助之手。学校老师也向学生们发

出志愿服务倡议：学会感恩，锻造

高 尚 品 格 ，做 对 社 会 更 有 价 值

的人。

来自成都市第三十七中的小

“青益+”志愿者们在活动中表现得

很积极，不时地举手提出问题，“村

子离成都远不远？”“可不可以到那

里去看小朋友？”“那里的小朋友吃

过肯德基吗？”……在老师和家长

的带领下，小“青益+”志愿者们把

“爱心”小心翼翼地放到了捐赠区，

并把一封封充满爱心的祝福信投

入爱心信箱。来自中坝社区老年协

会的“青益+”志愿者在捐赠衣物的

同时，不忘和孩子们亲切交谈，鼓

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多做有意义的

事情。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活动

现场捐赠的衣物和文具用品堆成

了一座“小山”。

一件衣服送出一份温暖，一份

爱心带来一份感动。参与活动的学

生家长王女士对记者说：“这次的

活动很有意义，不仅能让贫困山区

的孩子们温暖过冬，也能让我们的

孩子体会到帮助他人的快乐，以后

会鼓励孩子积极参加更多的志愿

活动。”

参加活动的“青益+”志愿者

第十届成都诗圣文化节
将于2月3日启幕

本报讯（记者 杨文娟 实习记者

李林晅）记者 1 月 30 日从四川省成

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获悉，第十届成都

诗圣文化节——己亥年“人日游草

堂”系列文化活动将于 2月 3日在成

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浣花溪片区拉开

帷幕，活动将持续至2月20日。

据悉，本届诗圣文化节以“诗传

千古情，花重锦官城”为主题，将开

展诗歌朗诵、祭拜杜甫、“草堂唱

和”、春联展、寻找儿时记忆文化创

意体验、传统技艺体验、福文化体验

和诗意演出等活动。

诗圣文化节期间，成都杜甫草堂

博物馆还将举办第四十七届梅花艺

术展，在杜甫草堂及浣花溪公园展出

上千株梅花、百余盆梅花古桩、数万

盆鲜花，营造出“梅花盛开惹人醉”

的繁荣景象，并有“踏雪赏梅”、化梅

花妆、啜梅花茶等梅花主题体验

活动。

陕西西安：
义务写春联送“福”
进家门

本报讯（记者 赵青）1 月 29 日，

陕西省西安市总工会和市书法家协

会联合开展“送祝福 共建美丽大西

安 迎新春 携手迈进新时代”书法家

义务写春联活动，书法家在活动现场

挥毫泼墨，将“福”送到群众手中。据

悉，该活动是西安市总工会积极响应

中宣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活动，践行西安市委关于“文化

强市，文化先行”的号召而举办的。

当天下午两点，西安曲江南广

场上人头攒动，义务送春联活动现

场排起了长龙，书法家们针对不同

需求现场创作颇具个性和特色的春

联，吸引了过往市民和游客的驻足。

大家一边选择中意的春联内容，一

边给书法家们“打下手”。喜庆的红

纸、苍劲的字体，一副副饱含新春祝

福、洒满平安吉祥的春联和“福”字

被大家带回了家。

甘肃白银：
30名最美人物
受表彰

本报讯（李林晅）为充分发挥“最

美人物”文明道德风尚的示范引领作

用，广泛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道德

实践，1月 28日晚，甘肃省白银市白

银区举行“德润铜城·最美人物”颁

奖典礼，表彰30名先进人物。

颁奖典礼以 2018 年度白银市白

银区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事迹为

线索，穿插人物短片以及宣读颁奖词

等环节，立体展现了获奖人物的精神

和影响力。

据悉，“德润铜城·最美人物”评

选活动旨在彰显中华传统美德，传递

社会正能量，培育社会新风尚。活动

分设“最美基层工作者”“最美志愿

者”“最美巾帼人物”“最美少年”“最

美教师”“最美医生”“最美警察”“最

美环卫工”“最美出租车司机”和“最

美农民工”十大评选类别。活动自启

动以来，受到白银区各单位组织高度

重视。

小“青益+”志愿者把写给山村小朋友的信放在爱心信箱里

都江堰市政务服务工作
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1月 29日，

“致敬四十年，践行新时代”——都江

堰市政务服务系统 2018 年年会在四

川省都江堰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年会

总结了该市 2018 年的政务服务工

作，部署了2019年的工作重点，并对

全市 2018 年度政务服务工作优秀窗

口、优秀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优秀首席代表、优秀工作人员等进行

了表扬。

据介绍，2018 年，都江堰市成立

了行政审批局，创新开展了“主题式”

服务，使“仅跑一次”改革得以落到实

处、走在前列；深入推进“互联网+”

智慧政务建设，自主开发了“政务 e

站通”自助服务终端和“都能办”手机

APP政务服务端,首创银行网点也能

办政事，使得群众就近能办、多点可

办、足不出户办政事成为一种可能；

大力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进一步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

本，加速了工程建设项目的落地和

建设。

据了解，今年，该市政务服务系

统将继续推进一窗受理、仅跑一次主

题服务、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等改

革向纵深发展；持续推动“互联网+”

智慧政务建设，以审批智能化、服务

自助化、办事移动化为重点，提高网

上办事精细化水平；进一步完善乡镇

（街道）便民服务体系，推进乡镇（街

道）便民服务中心、社区便民服务站

“一窗式”和“一门式”改革，奋力推动

政务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作为一名老铁路人，孙忠诚对铁

路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小生活在铁路

边的他，每当走到有火车道的地方，

每当听到远处传来火车的鸣笛声，总

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看着长长

“铁龙”呼啸而过，他心里总会涌出一

股欢喜。

“我爱这份工作，它让我很踏

实。”在孙忠诚心中，“铁路”带给他

的，不仅仅是一份稳定的工作，更多

的是一种归属感。“在我最困难的时

候，这个大家庭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

援助。我很感恩。”孙忠诚说。

孙忠诚和他的妻子赖泽芳都是

铁路人，两人感情深厚。但不幸的是，

90 年代初，赖泽芳突患疾病，“睡不

着觉、身体麻木，甚至还多次出现轻

生念头。”孙忠诚带着妻子跑遍了成

都的各大医院，最终确诊为抑郁症。

“孩子还小，妻子的病又让人担

惊受怕，那时候感觉天都要塌下来

了。”为了给妻子治病，孙忠诚将每个

月大半的工资用于给爱人看病拿药，

用温柔的呵护不断化解妻子内心的

抑郁。

已经退休的车间职工彭国春是

孙忠诚的师弟，他亲眼见证了师兄这

数十年的不易，“师兄这些年来省吃

俭用，从来不舍得给自己买一件新衣

裳。”彭国春说，“他几十年不离不弃

地照顾嫂子，还把孩子抚养长大，实

在是很有担当。”

2009年，孙忠诚的儿子孙东良考

上了大学，孙忠诚在高兴的同时却又

很为难，“这些年给妻子治病，抚养孩

子，根本没有什么存款，一下要拿出

几千块的学费实在困难。”在他一筹

莫展的时候，成都机务段将他家列为

特困户，给孩子补助金秋助学金9000

元，一下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孙工家里有困难从来不向组织

张口。”成都整备车间党总支副书记

杨磊告诉记者，孙忠诚平时工作很

拼，一边要照顾家里，一边兢兢业业

工作，他家的困难情况竟然一点都没

有透露出来，“都是别的同事忍不住

说了，组织才知道。”

“困难捱一捱也就过去了，我不想

给组织添麻烦。”孙忠诚呵呵笑着说。

如今，妻子的病得到了缓解，儿子大学

毕业在医院工作，还娶了媳妇，一家人

的生活似乎慢慢走进了“春天里”，“我

相信，日子总会越过越好！”乐观豁达

的孙忠诚对未来依然充满憧憬，“这么

多年了，我还没带着老伴和儿子走出

四川去旅游过，退休后有机会的话，我

希望带着家人到处走走。”

1月 25 日下午 5点半，顺利值完

了一个白班，孙忠诚披上外套，迎着傍

晚的冷风走出车间。他驻足回头看，眼

里闪过的是 40多年来车间的几经嬗

变，火车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再到

电力机车，从动车到高铁，检修作业模

式从人工到智能，从混乱到有序……

他说：“这40多年，我一直奔跑在这条

路上，像我的名字一样始终忠诚于这

条路，如今我的铁路生涯就要画上句

号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爱在人生的“春天里”

（上接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