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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哈巴河县
奏响党员志愿服务
三部曲

近年来，新疆哈巴河县以“抓党

建、促发展、强服务”为主题，通过开

展形式多样的特色服务活动，奏响了

“连心、暖心、强心”三部曲，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

奏响“连心曲”，增强党员凝聚

力。依托志愿者义工总部，开展以“青

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的系

列服务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组建社区志愿服务队，根据党

员自身职业特点和专业特长，设置服

务岗位，开展生活小常识讲解、政策

咨询、法律援助、纠纷调解等服务，主

动与困难群众结亲、帮助社区解决难

题等工作，将认领、结亲情况通过社

区公告栏、电子显示屏、居民微信群

等形式公开，志愿服务透明化。

奏响“暖心曲”，增强党员服务

力。建立健全《志愿者嘉许办法》《志

愿者管理办法》等制度，设立志愿者

服务基金，积极发动辖区党员进社区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通过认领岗位，

参与治安巡逻、帮扶困难家庭、美丽

社区建设等工作，为社区注入活力。

奏响“强心曲”，增强模范影响

力。充分发挥党员志愿者在单位、社

会中的引领作用，聚焦榜样典型，营

造“党内带党外、党员带群众”的良好

氛围。将在文明创建、交通劝导、扶贫

帮困、扫黑除恶、人居环境整治等专

项行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作为社

区“最美志愿者”评选候选对象。

（据人民网）

本报讯（安杰）“能喝

上热水，吃上热饭，空闲时

还能看看书，真是太方便

了。”环卫工人吴德荣高兴

地讲述着爱心驿站的好

处。日前，笔者看到，在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山

水大道区人民医院附近的

一处爱心驿站内，屋内非

常整洁，桌椅俱全，窗台上

还摆了一排花，几位环卫

工 人 围 坐 在 桌 前 喝 水 、

看书。

爱心驿站备有微波炉、

药箱，药箱里备有速效救

心丸、藿香正气水、创可

贴、纱布等，还有针线包。

正在看书的吴德荣告诉笔

者，他从事环卫工作 5 年

了，没有驿站时，喝水、热

饭等都是件麻烦事儿。尤

其是冬天，完成辖区作业

后没地方去，通常是几个

队友找个角落避避风，冻

得直哆嗦。自从这里建成

爱心驿站后，这一带作业

的环卫工人有了歇脚、喝

热水的地方。带的饭也不

怕凉了，放微波炉里一热

就能吃。

爱心驿站管理员说，由

于驿站门前是两条线路的

公交车终点站，附近还有

区人民医院，来驿站的人非常多，环

卫工人、公交车司机是常客，快递

员、出租车司机、园林工人等也经常

来，每天能有五六百人次。

阿城区总工会副主席那慧峰表

示，截至目前，全区已建起33座爱心

驿站，有区总工会出资建的，也有其

他单位共建的，分布在全区大街小

巷，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了便利。

“矩阵+闭环”
江苏海安把志愿服务
送到群众身边

“锣鼓一响精神爽，新思想宣传

我来上咯场，全面小康要步步跟着

党……”5 月 23 日，在江苏海安市开

发区爱凌村 5 组村民褚德明家庭院

里，一场“干群连心”邻里会正在举

行，近百民村民围坐在庭院里，听

方言快板，听理论宣讲，看文艺表

演……褚德明家的这个小小庭院通

过“三人行”宣讲小分队每月按时到

点宣讲，开展“干群连心”等文明实践

邻里会活动，将最新党的理论、方针

政策传递给基层百姓，此举已成为了

海安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创新理论传

播点”。

近来，随着海安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的不断深入，一大批新时代文明

实践点典型在海安大地不断涌现。五

坝村东城国际小区居民周忠东自费

设置图书借阅亭、集邮文化亭和集邮

文献收藏室，建设“文明新风传送

点”，向小区居民免费借阅书籍，图书

登记阅读、自借自还，推动小区形成

诚信互助、和谐邻里文明新风。大公

镇常河村 14组永敬蚕业家庭农场建

立了“科技科普传授点”，作为周边村

民学习养蚕技术的“加油站”，先后带

动周边农户开展专业技能志愿培训

百余次，推动桑蚕生产多样化，为农

户增产增收，体现了文明实践的效益

和优势。

据介绍，为更好地把中央文明办

调研提出的“打造一支群众身边永不

走的志愿服务队伍”要求落到实处，

海安强化顶层设计，精心谋划，迅速

行动，全力建设群众身边的志愿服务

阵地，推动文明实践重心下移、资源

下沉、任务下达。

通过自上而下的宣传引导教育

和自下而上的民意收集整理，海安在

传思想中做志愿，在做志愿中传思

想，建设形成遍布全市基层的文明

“矩阵”，打造上下贯通的实践“闭

环”，以凝聚群众、引领群众的工作

“回路”，打通宣传教育、联系服务群

众的“最后 100 米”。在已有实践所、

实践站和部分基层实践点建设的基

础上，海安进一步延伸工作触角，拓

展布局空间，通过行政推动，在全市

5097 个村民小组统一启动基层文明

实践点建设工作。

“基层阵地是实现党领导的‘执

政终端’，是我们推进落实各项工作

的‘神经未梢’。海安将通过构建基层

一线‘文明矩阵，实践闭环’特色模

式，建成一批群众身边永不走的志愿

服务阵地和志愿服务队，以新时代文

明实践的阶段性成果迎接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海安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王荣贵表示。

（据人民网）

日前，吉林省抚松县万良镇组织志愿服务队在万良镇河东村开展了“雷锋志愿者”捡垃圾志愿服务活动。党员志愿者们头戴小红帽，

身穿红马甲，带着垃圾袋、铁锹等工具来到公路及河道旁，细细搜寻清理塑料袋、矿泉水瓶等废弃物。图为活动现场。 冯鑫淼 刘淑贤 摄

在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有这

样一支“红马甲”，他们利用空闲时

间，手拿垃圾袋和钳子，开展“弯腰

一秒”活动，助力文明城市创建；他

们开设“快乐学堂”，解决双职工子

女“管理真空难题”，他们就是范大

姐公益团队。

“范大姐”名叫范叶华，是海宁

长安镇（高新区）总工会主席，与此

同时，她还是长安跑者。

“我是公益的践行者，美好生活

的奔跑者。”范叶华如是说。

一句“好丫头”她坚
持公益七个年头

2012 年 3 月，范叶华第一次提

着蛋糕和朋友去养老院给老人过生

日。这是她第一次公益体验。看到老

人们眼里透露出的喜悦与感动，她

萌生了每月都去养老院为老人过生

日的想法。

没 想 到 这 件 事 一 做 就 是 七

年多。

七年多来，每个月她都会组织

志愿者一起去养老院，像家人一样

关爱老人，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

提供医疗服务，陪伴老人过年过节，

是养老院里老人们嘴上常提起的

“好丫头”。

七年多来，“我孝·您笑”爱老敬

老志愿服务活动已成为“范大姐公

益”的一个常态项目，为老人带去了

温暖。在范大姐的带动下，长安一带

尊老爱老风气蔚然成风。

范叶华说，其实那么多年坚持

下来，对她来说那好像已经成为一

种习惯，一种牵挂。“敬老爱老这也

是一种良好的传统，该传承下去，所

以希望通过一些关爱老人之类的言

行去影响社会上的人。”

除了关爱老人，范大姐还深入

企业，深入农村，热心帮助困难家庭

解决实际问题。

2015 年，东升村村干部吴亦凤

突发重大疾病，命悬一线。为了拯

救她的生命、减轻家庭治病压力，

范大姐组织了大型义演义卖义捐

活 动 ，帮 助 吴 亦 凤 一 家 渡 过 了

难关。

“当初自己也是想做一些社会

服务，奉献一些光和热。我也经常

跟别人讲，在温暖别人的同时，也

在 温 暖 着 自 己 。”范 叶 华 这 样

说道。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参与志愿

服务，不仅仅意味着付出和奉献，也

能收获快乐、成长和温暖，更是人生

难得的历练。

多年来，范叶华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无私奉献，时刻不忘为美丽

长安建设作贡献。她说，志愿服务只

有起点，没有终点，她将继续坚持做

公益，做大家的“范大姐”。

“弯腰一秒”她懂得
团队的力量

“大美长安”需要每个人身体力

行。在长安镇上，经常可见一群“红

马甲”手拿垃圾袋和钳子，一次次弯

腰拾起地上的烟头、纸屑。

从 2012 年开始至今，“弯腰一

秒”行动已成为范大姐公益团队的

常态活动。最多的一次来了 100 多

人，每到周末，只要不下雨，志愿者

就主动参与到捡拾垃圾、文明劝导、

清理“牛皮癣”等各种公益活动，在

长安公园、青年路、城西菜场等，总

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范大姐，好久没见你们来‘弯

腰一秒’了，都有点不习惯。”今年春

天，因为雨水多，“弯腰一秒”行动被

迫中断，时隔近一个月，当范叶华身

穿“红马甲”上街时，来自群众的这

句话，让她心生感动，“有一种坚持

得到回报的感觉，这份公益力量已

经印入他们心中了。”

除了“弯腰一秒”行动，范大姐

公益团队的志愿者们还不定期开

展无偿献血、“水仙花”爱老敬老、

广场便民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他

们用一举一动传递榜样的力量，带

动职工群众一起参与到长安小城

市建设当中去，为建设美丽长安添

砖加瓦。

为了帮助外来留守儿童在第

二故乡过上一个五彩缤纷的暑假，

缓解暑期小候鸟“管理真空”这一

难题。长安镇（高新区）总工会举

办了暑期小候鸟“快乐学堂”，至今

已举办三届。“范大姐”公益团队

的职工志愿者们群策群力，组织

教师志愿者们纷纷提供送教服务，

有绘画课、舞蹈课、音乐课、手工

制作、文明礼仪、素质拓展等，为

外来留守儿童策划了一个丰富多

彩的“暑假班”。

随着这些志愿服务活动的频频

开展，范大姐公益品牌的社会影响

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热心人

加入到了公益志愿行动。截至目前，

范大姐公益团队已有 700 多名志

愿者。

做“范大姐”她用奔
跑实现公益梦

在范叶华身上，有很多温暖的

“标签”。浙江省最美助残人、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先进个人、2015-2017

年度海宁市最美志愿人物等，这些

都是范叶华坚持做公益的见证。现

在，范叶华又多了一个身份——

跑者。

一年前，在朋友的介绍下，范

叶华加入浙大户外海宁大队的微

信 群 。“ 我 到 现 在 都 还 记 得 第 一

次例跑。清晨 5 点就起床，在操场

上集合。”回忆当时，她忍不住笑

了，“跑了几步就气喘吁吁，最后

以 3 公 里 告 终 。看 别 人 ，10 公 里

轻松跑完。”

奔跑很累，但挑战自我的过程，

积极向上的精神，范叶华很喜欢。现

在，每周日的例跑，她已是轻松拿下

10公里的老手，前段时间，还报名参

加了海宁国际追潮马拉松赛，挑战

半程马拉松，以 2小时 20 分的成绩

完赛。

当然，在奔跑的过程中，范叶华

也不忘做公益。“跑完步后，可以自

愿来领取垃圾袋，我们清理下操场

以及附近的垃圾吧！”在范叶华的

带动下，不少长安跑者也成为志愿

者，成为范大姐公益团队的一员。

范叶华今年 45 岁，她想做一辈

子的“范大姐”，一直做公益路上的

奔跑者。

“在山村支教不是心血来潮，而

是骨子里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孩

子们一起成长，是我最大的收获。”

不久前，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

县支教志愿者袁辉，这样总结自己7

年的志愿支教经历。

离家1000公里
“我不是为了钱”

今年 31 岁的袁辉家在江苏徐

州，2012 年 6 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历

史系。毕业前，他了解到湖北巴东县

“拐杖教师”谭定才的感人事迹，决

定到距离家乡 1000 多公里的鄂西

大山深处，做一名支教志愿者。

2012 年 9 月的一天，巴东县清

太坪镇姜家湾教学点，“拐杖教师”

谭定才正在讲课，一名年轻人推开

了教室大门。只见他肩上背着一个

大登山包，手里也提着一个大登山

包，说自己叫袁辉，希望在这里做支

教志愿者。

一个名牌大学生来山里教书？

谭定才将信将疑。“我们这里条件艰

苦，待遇不高。”他对袁辉说。

“我有工作，已经放弃。我不是

为了钱，我更愿意做一份自己喜欢、

体 现 自 我 价 值 的 工 作 。”袁 辉 很

坚定。

带着一个睡袋，20多本书，几套

衣服，袁辉开始了自己的支教生活，

成了“拐杖教师”谭定才的另一副

“拐杖”。谭定才给他收拾出一间房，

支起床铺，让他安下了“家”。

巴东县是国家深度贫困县，巴

野公路通车前，姜家湾教学点离巴

东县城有 3 个多小时的车程。教学

点共有 27 个孩子，两个班，袁辉上

午教语文，下午教数学。

“大多数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不

少来自单亲家庭。”袁辉利用周末逐

一走访每个孩子的家庭，熟悉山区

农村的生活。

教学点没有自来水，刚开始，袁

辉喝了一段时间的“屋檐水”，后来

他买了一个塑料水壶，去当地农户

家提水，一壶水只够一天饮用。洗

衣服得接屋檐水。山里湿度大，袁

辉住的宿舍异常潮湿，他满身都是

湿疹……

2013 年 2 月，袁辉的父亲千里

迢迢来看他，发现条件比想象中还

要艰苦，劝他回去。袁辉十分肯定地

告诉父亲：“这里需要我，我有自己

的收获，我要继续待下去。”

6年
一个人的“义务家教”

家住清太坪镇青果山村的青青

（化名）反复骨折，到医院检查，发现

她患有成骨不全症，俗称“瓷娃娃”。

小女孩只能坐在轮椅上，不能下地

行走，无法上学。

于是，袁辉开始了对青青一个

人的“义务家教”。每周上门两三次，

不收分文，还经常给青青带小礼物。

为节省时间，他每次都抄小道走，即

便这样，来回一趟也需要1个小时。

小道坡陡路滑，袁辉每走一次，满脚

都是泥。

2014 年 3 月，袁辉到同一个镇

的白沙坪小学支教后，距青青家更

远了。一位学生家长知道他为青青

送教的事情后，把自己家的摩托车

送给了袁辉。摩托车骑坏之后，袁辉

去修理店买折旧车，店主被他感动，

半价卖给他一辆旧摩托车。

在袁辉的帮助下，青青学习成

绩优异，还学习画画，制作手工艺

品。2018 年初，青青制作的手工玩

具在巴东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现

场义卖，卖出 1280 元。看到自己的

手工艺受到大家的喜爱，青青很

开心。

下学期，青青就要上初中了，袁

辉无法再全科送教了，青青将在妈

妈的陪伴下到中学住读。“看到孩子

越来越好，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我和他们一家感情很深，我会经常

去看他们。”袁辉说。

快乐教学
让孩子“既长本领又健康成长”

刚开始执教时，袁辉发现，孩子

们在课堂上一个比一个拘谨；下课

了，一个比一个调皮活泼。

“我觉得，要保护孩子们的天

性，让他们既长本领又健康成长。”

为了让孩子们快乐学习，袁辉摸索

设计出融合情景剧元素的课堂教学

模式。

比如，讲贾岛的《剑客》一诗时，

他找来墨镜与玩具剑当道具，和学

生们一起表演，看谁更有剑客风范，

合乎诗中情境。袁辉会讲故事，点子

多，不仅孩子们乐于上他的课，有些

家长都会站在窗外听上好一阵子。

学习之余，他还和孩子们一起

踢球、聊天、做游戏；带着学生写现

代诗、打油诗，写镜像字，画画，由

孩子们自己评定优秀，贴在教室墙

上……附近学校的同行说：“这个袁

老师，不愧是名校毕业的，讲课有新

意，学生喜欢听。一些学校专门请他

去授课。”

袁辉关爱学生，看到一些学生

冬天穿着单薄，手上长着冻疮，便

与南京大学红十字会联系，为贫困

学生募捐衣服 300 多套。他的很多

同学也成了孩子们的知心大哥哥、

大 姐 姐 ，甚 至 来 到 这 里 看 望 孩

子们。

6年多来，袁辉有许多机会离开

山村，父母也希望他回去，但他坚持

留了下来。“这里就是我的过去，我

的现在，我的将来。”袁辉说。

这个学期结束后，袁辉教的孩

子全部毕业，届时他将离开白沙坪

小学，前往巴东县野三关镇继续

支教。

（新华社 谭元斌）

青春，献给大山里的孩子
——记支教志愿者袁辉

一次公益 七年公益 一辈子公益
——范大姐和范大姐公益团队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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