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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报栏 免费为大家提供阅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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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汇聚暖流
助力文明之城建设
思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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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产权期限从哪天开始

算？”报栏上一处用红笔勾画的标

题吸引了读报爱好者丘炳才的目

光。丘炳才告诉记者，自 23 年前报

栏开始推出以来，他几乎每天都会

抽空来看看报纸。“要不是张洪恩，

好些政策、法律我们都不清楚。”丘

炳才一边说，一边把自己关心的内

容用手机拍下来。

77 岁的张大爷也经常骑着自

行车来报栏看报。“虽然现在获取

新闻信息的渠道多了，但我总觉得

看报纸是一种情怀，退休 17 年了，

只要有空，我就会来这里看报纸。”

在张大爷看来，“川化阅报栏”是贴

心的，张洪恩的红笔标注方便阅

读，看起来不费神。

23 年风雨无阻，23 年坚守初

心，张洪恩通过报栏传递着党的声

音，传播着党的政策方针，即使在

2016 年底经医院检查被诊断为癌

症，在经历短暂的心理调整后，他

仍然带病坚持工作。

张洪恩的坚持，感动的不仅仅

是来报栏看报纸的读报爱好者，

还有许许多多的党员和志愿者。

在张洪恩精神的感召下，化工路

社区磐石先锋志愿服务队、馨化

老党员工作室的一名名党员、志

愿者从报栏前的看报人纷纷转变

成了报栏的志愿服务者，相继加

入到报栏志愿服务行动中，一起

为社区群众服务。

如今，张洪恩的身体状况已大

不如前，在与病痛作斗争的同时，

他初心不改，每一天，他用红笔标

注的报纸依然风雨无阻地及时与

广大读者见面。“报纸是宣传党的

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阵地，只

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要一直把报

栏办下去，继续为广大人民服务。”

张洪恩表示。

近年来，山西省大同市多措并

举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助力文明城

市创建。市文明办根据中央文明委

和山西省文明办关于“持续推进志

愿服务制度化，推动形成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社会风尚”的工作要求，

把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作为提升城市

文明程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抓手，不断推进志愿服务

活动制度化、多样化、常态化。

“一张网”注册
建立健全志愿服务激励机制

为扎实推进全市志愿者网上实

名注册工作，进一步壮大全市志愿

者队伍，2019年以来，大同市18类

学雷锋志愿服务组织全部实施“一

张网”（中国志愿服务网——全国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据大同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全

国文明城市、山西省文明村镇测评

体系及创建文明校园、申报学雷锋

志愿服务站点相关要求，全市实行

“一张网”注册，凡大同市内的各级

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无论

之前在哪类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

册，都要统一在“全国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进行实名注册。

大同市在注重志愿服务组织管

理、志愿服务活动组织等关键环节

的同时，还建立健全了志愿服务激

励机制，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印

发了《大同市志愿服务制度化实施

意见》《大同市志愿服务表彰激励

回馈实施办法（试行）》等文件，对

优秀志愿者进行表彰奖励、为义工

免费体检、定期对困难志愿者走访

慰问。完善考核推动机制，将志愿

服务工作纳入部门公共目标考核

和文明单位考核，作为评先树优的

重点依据。截至2019年 10月，全市

成立各级志愿服务组织 437 个，注

册志愿者20余万人，开展项目432

个，总服务时长112831小时。

争当文明传播使者
为文明城市创建助力

当前，大同市正在创建省级文

明城市，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提高市民文明素养，增强市民

文明意识，规范市民文明行为，强

化文明引导，在营造创建氛围上下

功夫，强化立体宣传，加大公益宣

传，抓好典型带动，不断提高市民

对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知晓率、支

持率和参与率，全市积极开展形式

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2019 年 3月份以来，全市扎实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活动，以

“文明之春·靓丽大同”文明形象展

示为抓手，深入开展文明实践活

动，参与群众 40余万人次，发放宣

传资料 30 余万张（册），举办文体

活动 2700 余场次，文明交通劝导

500 余次，消除安全隐患 40 余处，

捡拾白色垃圾 30 余吨。2019 年 11

月初，大同市文明办发布了《关于

在全市集中开展文明劝导志愿服

务活动的倡议》，倡议呼吁，全市要

深入开展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活动，

各相关单位和所居住社区要统一

安排主题党日活动，有组织地开展

文明行为劝导志愿服务活动，有组

织地走上街头、深入街道社区和公

共场所，维护公共秩序，营造文明

氛围，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

市文明程度。

夯实志愿服务组织阵地
掀志愿服务热潮

大同市云冈区志愿服务联合

会自 2017 年 7 月成立以来，树立

了一批积极奉献的志愿者典型，

吸引了全市众多爱心人士加入，

设立了医疗志愿服务队、青年志

愿服务队、文化志愿服务队、鸦儿

崖乡志愿服务队等八个志愿服务

队伍，共计 57000 余人。志愿者联

合会还根据每位志愿者的特长，

并征求志愿者的意愿，对志愿者

进行统一管理。

志愿服务是现代城市文明进步

的标志，自2018年大同市创建省级

文明城市以来，大同市云冈区志愿

服务联合会先后组织志愿者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 60 余次，累计参与

2000 多人次，活动时长达到 7000

多小时。云冈区志愿服务联合会负

责人温先生表示，每一名志愿者都

很努力，不仅自己积极参加志愿服

务活动，还发动身边更多的人去参

与其中，而且有很多都是全家一起

加入志愿服务队伍。

如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在大同市这座历

史文化名城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暖

流，它就像是一面战鼓，激励鼓舞

着志愿者们勇敢前行；它又像是一

面战旗，引导着广大志愿者向着美

好未来继续前进。

黔粤两地
携手开通“小康专列”
免费接务工者回家过年

新华社贵阳1月 1日电（记者 骆
飞）为帮助在外务工者回家过年，贵州

团省委、贵州省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中

心携手广州团市委、广铁集团等联合

启动“向黔进·开往小康的幸福列车”

2020 年在粤黔籍奋斗青年春节返乡

专列公益活动，将于2020年1月18日

为在粤务工的612名贵州籍务工者提

供一张免费动车票，接他们回家。

记者从贵州团省委获悉，凡是在

广州打拼奋斗的贵州籍青年均可通

过贵州团省委官方微信公众号“青春

黔言”、官方微博“贵州共青团”、网易

贵州官方微信公众号“黔城易事”、官

方微博“黔城易事”，报名参与此次

“小康专列”活动。

主办方鼓励参与者积极“晒”幸

福生活或分享奋斗经历，并将重点向

贵州籍建档立卡贫困户、军人、参与

过黔或粤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者等倾

斜。同时，为鼓励更多贵州籍优秀青

年返乡创业就业，贵州团省委还将为

搭乘专列的务工者们提供返乡创业

就业政策宣讲，以帮助更多人了解贵

州发展。

本次“小康专列”将于 2020 年 1

月 18 日 10 时 5 分从广州南站发车。

参与此次活动的务工者可在 2020 年

1月 9日通过上述报名渠道查询免费

车票获取名单信息。

据了解，自2014年贵广高铁建成

通车以来，贵州团省委携手多部门已

连续 5 年在春运期间开通“返乡专

列”，免费帮助3000余名在粤打拼奋

斗的贵州籍务工者顺利返乡。

本报讯（邝晓霞）为进

一步提高龙华区志愿服务

制度化水平，扩大志愿服务

影响力，助力海口夜经济发

展及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建设，近日，海南省海口

市龙华区海垦街道以海垦

花园夜市为试点，正式启用

夜市志愿服务站，标志着海

口首个夜市志愿服务站正

式启动运营。

海垦花园夜市志愿服

务站外观为一个红色的小

屋子，设置的玻璃门上装饰

着清补凉、文昌鸡、糟粕醋、

椰子水等海南特色小吃，服

务站内，几名游客在询问海

口游玩好去处，志愿者耐心

予以回答。

“夜市设置这样的志愿

服务站十分便民，外观设计

得很温馨，里面有水有电，

志愿者的服务很贴心。”来

自河北的游客秦贤说，听说

夜市是海口的一大特色，所以便过来

逛逛，顺便享用晚餐，在海口随处都

能感受到文明的氛围，体验很好。

志愿者贺奇花是海南大学大三

学生，“许多路过的市民游客对志愿

服务站感到好奇，前来询问志愿服务

站的作用，平时还有许多小朋友到服

务站休息。”贺奇花表示，作为志愿

者，将为大家提供周到、细致的服

务，展现海口文明风貌。

海垦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海垦

花园夜市志愿服务站将不断完善细

化服务功能，坚持按照“七有”标准运

营志愿服务站，用有声势、可持续、见

成效、便民利民的志愿服务，切实打

造志愿服务站中的“网红站”。

全国道德模范
为“快递小哥”
送“爱心礼包”

总是忙着为顾客提供寄送服务

的“快递小哥”们，这一次，身份转换

成了“寄件顾客”。

春节临近，全国道德模范孙东

林、王争艳等带队，为 300 名一线外

地籍快递员们，送去装满了武汉本土

特产的“爱心礼包”。这些“爱心礼

包”，将通过快递的形式，寄送给“快

递小哥”们的家人。

这一活动，由湖北省信义兄弟农

民工帮扶基金会携手武汉市总工会、

东西湖区总工会开展，以“把爱快递

回家”为主题。300名“快递小哥”，分

别来自5家不同的快递企业。

收到“爱心礼包”，不少“快递小

哥”觉得有些意外。

“刚忙完‘双十一’‘双十二’，最近

一段时间我们的工作强度大，从早到

晚都在路上，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

吃。”来自黑龙江的“快递小哥”张师

傅，从事快递工作已经3年。填写寄送

“爱心礼包”的地址时，他有些激动地

说，“这个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了社会

对快递员工作的认可和关心……”

热干面、鸭脖礼盒、养生乌龙茶……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帮助“快递小哥”

们一一填写好快递单，并将“爱心礼

包”现场装车。

活动中，部分快递员们还与异地

的家人进行了视频通话，询问家人的

生活和身体情况，并介绍此次关爱活

动等。“我在武汉挺好的，你们放心，

今年我争取早点回家过年。”来自山

东的“快递小哥”胡师傅告诉家人。

作为活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湖

北省信义兄弟农民工帮扶基金会理事

长孙东林介绍，此次活动，得到了许多

爱心组织和企业的支持。“希望能把大

家对快递员群体的关心和关爱送到他

们的身边，提升‘快递小哥’们对职业

的认同感和荣誉感，希望今后他们能

更安心、更舒心、更开心工作。”

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刘斌说，这

一活动，也是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和社

会组织的优势特点，对中华全国总工

会“希望全社会给予快递员更多的理

解和关爱”号召的一次切实践行。

来自国家邮政局的调查数据显

示，我国快递业发展迅猛，作为世界

第一快递大国，目前行业已经有 300

万名一线员工。

“当快递送到你手里时，请对快

递员说一声谢谢，多一点关爱；当快

递员耽搁了时间，请对他们多一点理

解……”。活动现场，全国道德模范王

争艳还宣读了一份关爱快递员的倡

议书。她说，快递员们每天奔波于大

街小巷，他们无畏夏日的骄阳、冬天

的风雪，准时、安全的将包裹送到大

家的手中，希望大家能给快递员们更

多的尊重、理解和宽容。

在她身后，满载着“爱心礼包”

的快递车辆正在缓缓启动。一份份

寒冬时节的牵挂与温情，正运往天

南海北。 （新华社 梁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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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今年 83 岁的张

洪恩，是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大弯街道化工路社区的一名退

休老党员。自 1996 年退休以来，

他 23 年坚持不懈地自掏腰包订

阅报刊，办起“川化阅报栏”，义

务为大家提供阅读服务，提供法

律咨询援助，荣获“成都市文明

市民”“四川好人”等称号。

23年前，60岁的张洪恩从川化

集团法律顾问的岗位上正式退休。

刚退休那会儿，张洪恩没想好退休

后的生活该干些什么，闲不住的他

只好把时间花在读书看报上。

张洪恩读书看报有一个习惯，

总喜欢在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地方

用红笔圈点一番。一天，在这不经

意的圈圈点点之中，他产生了一个

念头：身边喜欢读报的居民有很

多，何不利用这些报纸帮助他人，

让大家一起来看？

于是，张洪恩拿出积蓄，把川化

家属院门前的旧仓库租了下来，平

整了房前的地块，又买来木板和玻

璃，制作了几块简易的展板——这

便是“川化阅报栏”最初的模样。旧

仓库则成为了他进行分类、阅报、张

贴、法律咨询服务等工作的场所。

从1996年开始，张洪恩每年自

掏腰包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挤出近

万元订阅20余种报刊，内容涵盖时

事、人文、法治、维权、健康等方方面

面，免费为大家提供阅读服务。

“报栏一推出，吸引了大量的群

众，看报纸的、咨询法律知识的……

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始料未及的。”

张洪恩告诉记者。

川化集团退休职工众多，报栏的

创办，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看新闻、知

天下”的好去处。川化党委知晓这一

情况后，认为张洪恩这一举动是助人

为乐精神的体现，便专门给他划出一

块地方，用来摆放报纸展板。

近年来，在化工路社区党委的

大力支持下，“川化阅报栏”的规模

不断扩大，报栏由过去的木质结构

换成了钢塑结构，不仅安装了带棚

的展架，还在旁边安置了几把长

椅，方便居民阅读和休息。

“办报栏，不是把报纸张贴出去

就对了，还要勾重点、带着读。”每

天早上6点，天还未亮，张洪恩便早

早地来到“川化阅报栏”，精心为读

者准备一天的“精神食粮”，当好社

区群众的“导读员”。

7 时左右，当报车载着报纸到

达后，张洪恩又进行着紧张的接

报、分类、阅报等工作。他将报纸分

类整理好后，便拿出小石头、红色

墨水、细毛笔一一摆放在办公桌

上，带着老花镜伏在桌案前，用石

头将报纸的四个角压住，一边阅读

报纸，一边用蘸了红色墨水的毛笔

细细标注国家大事及民生政策。

“报纸上有很多国家政策，很多知

识，把重要的标注出来，既加深了

自己的印象，又方便了大家阅读。”

张洪恩一边说，一边继续用红笔标

注着。

8时左右，在志愿者的协助下，

张洪恩开始用手工制作的米糊贴

报，然后将报纸展板一块一块地抬

出去挂在展架上。渐渐地，报纸展

板前又像往常一样，陆陆续续地挤

满了前来读报的群众。

“有多少人来看报、什么时间

看报人数最集中、哪一类的新闻

大家更关心……”每一天，张洪恩

都在紧张地工作着，并密切关注

大家的看报需求。“根据大家的看

报需求，及时调整阅读标记，才能

为大家提供更方便的阅读。”张洪

恩说道。

到了傍晚 18 时，夜幕开始降

临，张洪恩又在读报爱好者和志愿

者的帮助下，撤下报栏的报纸展

板，清理旧报纸，为第二天更换新

报纸做准备。

“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

报纸一定要看，报栏一定要办。”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23 年来，张洪恩

一直满怀热忱地为社会贡献着自

己的余热。据粗略统计，23 年来，

“川化阅报栏”已累计贴报 23 万余

张，阅读人次超过25万。

2019 年 12 月 24

日下午，冬日的暖阳

倾洒在四川省青白

江区大弯街道化工

路 社 区“ 川 化 阅 报

栏”张贴的报纸上，

12 张报纸展板前早

已站满了认真看报

纸的居民。

没过一会儿，一

位胳膊里夹着厚厚

一卷报纸的八旬老

者步履蹒跚地走过

每一张报纸展板，来

到“川化阅报栏”的

工作室里，见报纸展

板前站满了看报纸

的读者，他那苍老的

面颊露出了灿烂的

笑容。他就是“川化

阅报栏”的创办者，

23 年坚持不懈地为

大家提供阅读服务

的张洪恩。

23年坚守 社区群众的“导读员”

初心不改 继续为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