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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小黄帽”全新出发 志愿服务再升级
雷 妤

由乱到治
志愿服务让家园更“美好”
程远州

武汉
美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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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着一个“美好”的名头，位于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的美好社区，

多年来却难名副其实。

地处城乡接合地带，这里曾是

武汉周边居民闯荡省城的落脚点。

自 2005 年起，不少来自外地的人来

此买房落户，10 多年来汇集了 3 万

多居民。环境脏乱差，管理一团糟，

一桩桩麻烦事儿、难缠事儿，一度弄

得物业和居委会头疼、小区居民

闹心。

住在美好盼美好，美好何时真

美好？

◆ 迎着挠头的难题
志愿者“上班”了

楼道小广告，一层叠一层，密密

匝匝；电动车停外面，进屋办事回

来，没了；一群人窝在出租房里，传

销搞得热热闹闹……

从 2005 年搬进美好社区，67岁

的刘树哲就遭遇不少闹心事，更让

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进城的村民

在社区花园种菜，甚至在自家阳台

养鸡养鸭，弄得家里一开窗就臭气

熏天。”

一滴水见太阳。当年美好社区

的境况，是不少城乡接合部社区治

理的通病：人员杂，环境差，治理难。

拆一个鸡窝，曾弄得几方束手

无策。社区物业多次上门，在阳台养

鸡养鸭的居民就是置之不理。曾担

任物业管理员的陈龙也无奈，“因为

管不了，物业公司遭到多番投诉，有

些居民甚至因此拒交物业费。”

同样觉得挠头的，还有当时正

在社区继续建设新楼的开发商。

改变，源于 2015 年开始的志愿

服务。2013 年搬到美好社区的朱柏

清，因住得不顺心，总想着为改变社

区做点事。此时，建新楼的开发商也

正在物色人选，准备发展志愿者组

织，推动社区治理。

双方一拍即合。2015年，朱柏清

找来两位好友拉起“朱哥志愿巡逻

队”，每天在社区义务巡逻。

朱柏清心想，说不定居民踊跃

报名，起码会得到大家支持。可谁

知，大伙儿对巡逻队并不感冒。“刚

成立那天，没什么人支持。”

刘树哲也持观望态度，“社区一

盘散沙，就凭这几个退了休的老人，

能成事？”

顶着冷嘲热讽，戴着小红帽、红

袖章的“朱哥志愿巡逻队”，还是硬

着头皮“上班”了。

◆ 拆鸡窝引来各方点赞

巡逻队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

是拆鸡窝。

“当时不少居民跟我说，你们巡

逻队要真有本事，就把鸡窝拆了给

大家看看。”朱柏清说，为让更多业

主参与志愿服务，已经有十几个人

的巡逻队决定先解决居民反映最强

烈的养鸡养鸭问题。

“一不动手强拆，二不开口骂

人，三不还手打架”——出发前，朱

柏清给巡逻队立下严规，每日就这

么挨家磨，“我们也是业主，不拿社

区一分钱，出工出力还不是为大

家？”

“遇到个别脾气冲的，就算想打

架我们也不还手，几个人上前抱住

对方，压根不给发生正面冲突的机

会！”朱柏清说。

就这样，僵持了两个月之后，几

户养鸡养鸭的居民终于妥协，各自

拆除了自家鸡窝。

巡逻队一战成名，社区党组织、

居委会趁热打铁，壮大志愿者队伍。

短短几年，从治安巡逻、便民理发，

到爱心帮扶、幸福食堂等，不同主题

的 志 愿 服 务 队 伍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涌现。

目前，社区已成立 28 支各类志

愿者服务队，参与人数超过 3000

人，注册志愿者近200人。车辆乱停

乱放、物业费长期拖欠、环境脏乱差

等许多社区顽疾，在这里逐渐被

治愈。

2016 年，黄陂区将美好社区的

志愿服务模式在全区推广。

◆ 菜单式精准服务
创新方能致远

深秋的美好社区幸福食堂门前

广场上，志愿者们早早摆起了“摊”。

免费理发、家电维修、健康咨询、纠纷

调解……吸引大量居民前来体验。这

是美好社区每月两次的常规节目

——“美好市集”便民服务活动。

朱柏清介绍，“美好市集”集中

解决居民的烦心事儿，是一种志愿

服务创新，也是一个志愿服务展示

平台，还是一个志愿者的团队建设

平台。

“社区志愿服务必须根据居民

需求不断创新。”朱柏清和志愿者们

对每户业主需求进行分析，用“菜单

式”服务推动“精准志愿”。

为理顺社区治理中的多方关

系，美好社区建立起社区居委会、业

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和志愿者组织

“四方联动”工作机制，实行“双向进

入、交叉任职”，定期开展联席会议，

解决社区服务难题。

在2016年打击传销组织的行动

中，社区居委会牵头，物业人员、志愿

者参与，短短几天巡查清理出疑似传

销租户166户；2017年汛期，社区居

委会组织“四方联动”专班，连夜疏浚

排水管道，力保居民正常出行。

如何让社区志愿服务走得更

远？美好社区党总支书记李惠玲认

为，社区党组织引领，居委会带头，

对志愿服务的有效管理与引导是保

证其健康发展的前提。

朱柏清也在琢磨新招，“我们正

在积极申报一批政府公布的志愿服

务项目，采用项目化方式开展志愿

服务，让志愿服务行稳致远。”

斑马线前，停车、摆手、礼让……

近日，厦门出租车驾驶员、小黄帽

志愿者钟园桂的一次寻常举动，让

车内的乘客———参加第28届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知名演员成

龙竖起了大拇指，为她点赞。

“我是一名小黄帽志愿者。”

面对这位特殊的乘客，钟园桂的

自我介绍充满了作为志愿者的骄

傲。在她看来，正因为有许许多多

志愿者的无私奉献，才有了厦门

顺畅的文明之路。

城市文明，不仅要面子，更要

里子。这些年，小黄帽志愿者们一

步一个足迹，穿梭在厦门大街小

巷，开展斑马线礼让宣传，推广无

饮食车厢，倡导文明乘车，真情服

务春运……共筑厦门这座“近者

悦，远者来”的爱心之城。

“小黄帽”的盛名也逐渐走出

鹭岛，先后获得市总工会品牌志愿

服务队、市义务交警队先进集体、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筹

备和服务保障省级先进集体、全国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等荣誉。

他们是一个温暖的群体

“安安”和“巴叔”是厦门公交集

团标志性人偶，“安安”代表“小黄

帽”，“巴叔”代表公交车驾驶员，它们

在学生群体中具有很高的人气。一年

又一年，它们一次次地化身文明交通

使者，陪伴着许许多多孩子的成长。

从 2017 年起，“小黄帽”把文

明交通带进了校园。两年来，他们

走遍厦门岛内外乃至福建省内70

多所学校，开展了上百场志愿服

务活动，手把手地教会孩子文明

交通礼仪、文明交通安全知识。

“他们是一个温暖的群体，也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群体。”不久

前，祥店幼儿园老师陈荣兰参与

了“小黄帽”的文明交通志愿服务

活动。“小黄帽”带幼儿园的孩子

们一起唱歌，学习文明交通手势，

实地体验乘车，为孩子们上了一场

有意义的交通安全课。通过这次短

暂的接触，身为教师的陈荣兰真切

地感受到了志愿者的专业和用心。

授课的都是“小黄帽”骨干志

愿者，他们并非专业教师，大部分

是来自厦门公交一线的公交车驾

驶员、出租车驾驶员和客服人员。

“小黄帽”感染越来越多人

常言说，城市最美的风景是

人，对于一个以人文关怀为出发点

的志愿服务队来说更是如此。他们

平凡，可报纸、网络上却频繁出现

他们的名字，他们之中有微笑服务

的2路公交车驾驶员林晓蕾、有风

雨无阻在无灯控斑马线上护学的

出租车驾驶员“傅爸爸”……读者

的来信、市民的来电、网上的留言，

都有他们的印记。

“只要你朋友中有‘小黄帽’，

你就可能就会被他影响。”市民陈

少悦通过 A 萌合唱团了解到“小

黄帽”主题曲《爱暖这座城》，从而

结识“小黄帽”；市民王金龙在朋

友圈里经常刷到“小黄帽”的动态

……“小黄帽”志愿者的热情感染

了越来越多的人，团队不断壮大，

目前注册志愿者已达1621人。

新的起点“小黄帽”再出发

一步一个脚印，“小黄帽”不

断成长。莲花三村公交总站曾是3

路公交车终点站，今年 10 月底，

它摇身一变，成为全新的“小黄

帽”新时代文明交通实践基地。

闲置的站房经过翻新，成为

“小黄帽”的活动中心、实践中心、

培训中心和装备中心，集志愿文

化展览、交通安全培训和文明交

通实践于一体，开展乘车教学、斑

马线体验等等。试运营期间，实践

中心已接待前埔南区小学、金尚

小学、翔店幼儿园等的学生。

随着第 34 个“12·5”国际志

愿者日的到来，“小黄帽”新时代

文明交通实践基地将于12月 5日

正式启用，每周六 15 时至 16 时，

基地针对 15 人至 25 人团体为单

位的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开展文

明交通和交通安全教育。

厦 门 公 交 集 团 团 委 书 记 、

“小黄帽”队长左林介绍：“基地

的启用对‘小黄帽’文明交通品

牌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促使‘小

黄帽’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制

度化和规范化，不断推动文明交

通志愿服务事业薪火相传，也将

厦门公交集团志愿服务工作推

向新高度。”

不仅如此，实践基地未来将

成为厦门中小学校德育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参与社会

实践，树立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重

要途径。通过基地这个有效载体，

把交通文明和交通安全的教育做

细、做实，是一种新的实践、新的

尝试。

11月 27日下午，当

浙江省宁波市慈善总

会陈云金会长结束会

议匆匆赶回办公室时，

一封厚厚的挂号信已

经静静地放在办公桌

上，署名是“其然”，落

款地址则是不存在的

长春路1号。

字 迹 是 如 此 的 熟

悉，大家的心不由地激

动起来。拆开信封，果然

是一叠厚厚的汇款单，

共103张，其中101张是

9999元，1张50元，1张

51元，累计101万元！汇

出地址分别是海曙区邮

政大厦营业所汇款和邮

储银行宁波分行，时间

都是11月26日。

据介绍，“顺其自

然 ”第 一 次 出 现 是 在

1999 年。当时，宁波市

慈善总会成立一年，发

起“慈善一日捐”活动，

结果收到了一笔5万元

的捐款，这也是宁波当

年个人捐款最大数目的

捐款。这笔捐款的邮局

汇款单复印件上，落款

就写着“顺其自然”。此

后，每到11月、12月，他

的捐款和汇款凭证都会

如约而至，至今已有21

次，累计金额达1155万

元，让冬季的社会暖融

融，让无数的贫困孩子

有学上，让很多贫困的

大学生能够安心完成学

业……他的捐款有几个

特点，一是从“顺其自

然”四个字中随机选择

两个字作为捐款人名；

二是落款地址都是不存

在的；三是每张汇款单

都不超过1万元（达到1

万元需要署上真名）；四

是每次捐款金额都比上一次有所增

加；五是都在每年的11月汇出，然后

单据邮寄至市慈善总会。

行善贵在持之以恒，“顺其自然”

连续 21 年向宁波市慈善总会捐款，

且从不透漏任何信息，这种精神让人

肃然起敬！“顺其自然”早已成为宁

波爱心的代名词，爱心城市的标识。

在他的影响下，隐名捐款在宁波成为

一种风尚，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爱

心群体，累计捐赠4000多次，总额超

过 4500 万元，每天都有爱心故事在

发生，共同演绎着倾城之爱。今年11

月 25 日，“2019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调查推选活动结果在广州揭晓，

宁波市被评为“2018 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这已是宁波市第十次荣膺

此项殊荣。

“如果真要找到‘顺其自然’，按

现在的技术条件，并不是难事。但是

我们尊重他献爱心不留名的意愿，放

弃寻找他的真实身份。就像他的名字

一样，顺其自然，出不出现看他个人

意愿。我们负责用好他的善款。”宁

波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说，“坏事

不做，好事不说，这是‘顺其自然’的

心愿，助学则是他的主要资助方向。

20 多年来，我们与‘顺其自然’虽然

没有谋面，但我们每年都会把其善款

使用进行公布，让爱心在阳光下得到

延续。” （据《慈善公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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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启动
“乌兰牧骑+”基层综合
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明文）内蒙古自治区近

日启动“乌兰牧骑+”基层综合志愿服

务活动，在未来 3 个月间，各地将组

织多支“乌兰牧骑+”志愿服务队奔赴

偏远农牧区开展综合志愿服务。

据了解，这是内蒙古将“面对面

到群众中去、实打实为群众服务”的

乌兰牧骑精神与中国特色志愿服务

工作相结合的创新尝试。

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

部门联合主办的这次活动以“乌兰牧

骑+”的方式，将文艺演出、理论宣

讲、政策咨询、科技培训、医疗保健、

法律援助等服务项目整合，组建志愿

服务团队，重点选择交通不便、生态

脆弱、文化生活匮乏、人口居住分散

的农村牧区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城

镇基础设施薄弱区、边防哨所等地开

展综合志愿服务。

精彩的文艺演出、法律咨询、医

疗服务、农牧业技术培训……由乌兰

牧骑、司法、医疗等部门组成的兴安

盟“乌兰牧骑+”志愿服务队日前来到

地处偏远的科尔沁右翼前旗俄体镇

齐心村开展志愿服务。未来 3 个月，

兴安盟还将组织 14 支“乌兰牧骑+”

志愿服务队，为基层 280个服务点提

供综合志愿服务。

“内蒙古正在形成‘乌兰牧骑+’

这一直接服务基层群众的志愿服务

新模式和‘流动的文明实践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白玉刚说。

“宝贝出村·童享自然”
青联组织助力精准脱贫
公益活动在三亚举行

本报讯(刘子榕)近日，蓝丝带海

洋保护协会携手全国青联秘书处、海

南省三亚市青年联合会等多家单位

组织开展了“宝贝出村·童享自然”青

联组织助力精准脱贫公益活动三亚

站系列活动。

来自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会小

学、育才中心小学的 17 名贫困家庭

学生参加了本次活动，他们在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的陪伴下，参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开展户外拓展活动、寻访

海洋世界、体验动手制作工艺品，通

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充分了

解和学习红色文化、海洋文化，开拓

视野，同时提升了生活技能，培养了

积极向上的心态。

“这两天的活动让我收获很多，

学到了很多课本上学习不到的知

识。”那会小学四年级学生管书艺兴

奋地说。

“宝贝出村·童享自然”爱心公益

活动由全国青联秘书处发起，旨在从

“扶贫先扶志”出发，帮助更多贫困地

区的孩子走出山村开阔视野、增长见

识，激发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培

育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同时也动员和

组织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关心、关

爱困难青少年。

陕西8500名困境儿童
将领到“冬季温暖包”

11 月 26 日召开的陕西共青团

“助力教育扶贫公益微超市”工作会

宣布，陕西希望工程三年攻坚公益

计划“2019 年壹基金冬季温暖包发

放工作”于当日启动。陕西 56 个县

（区）的8500名困境儿童每人将领到

一个“冬季温暖包”，包里有书包、帽

子、围巾等。

今年4月12日，共青团陕西省委、

陕西省希望工程公益志愿指导中心、

陕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壹基金

等青年社会组织，共同启动陕西共青

团希望工程三年攻坚公益计划——

“2019 公益微超市”活动，面向全省

扶贫工作重点县（区）发布公益微超

市项目，其中包括“儿童关怀”“社区

发展”“灾害救助”和“陪伴成长”等四

大类10余种公益项目。

截至 11 月 26 日，共有 123 家青

年社会组织申报“公益微超市”项目

150多个，覆盖陕西56个扶贫工作重

点县（区）。校园净水计划、护航行动、

平安教室、美境行动、儿童平安小课

堂、校园安全消防站、音乐教室、壹乐

园儿童服务站、壹基金温暖包、安全

家园和校园卫生厕所改建等公益微

超市项目，分别在该省榆林、渭南、汉

中等 10 市落地实施，累计捐赠资金

和物资价值近2100余万元。

“公益微超市活动的开展，在改

善了陕西贫困地区办学条件的同时，

扶持了基层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功

能，延伸了陕西省共青团希望工程三

年攻坚公益计划的实施手臂。”项目

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