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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是陀螺，她的每一
天，都在加速旋转中度过，她的每一
分钟，恨不得都被掰成两半花……”
这段话中的妈妈，名叫高维琴，今年
44岁，是江安县夕佳山镇的村民，她
的 3个女儿均患有罕见的先天性软
骨病。

每天天还未亮，租住在江安城郊
一户民房里的高维琴就忙开了，为家
人准备早餐，照顾两个瘫痪在床的女
儿和90岁高龄的婆婆吃饭，送小女儿
去上学……为了照顾家人，高维琴几
乎没有自己的朋友，也没有自己的闲
暇时间，每天都像陀螺一样不停旋转，
不敢停下来稍微“喘口气”。

“妈妈很辛苦，为了照顾我们三姐
妹头发都白了，44岁的人，看起来像
五六十岁。”大女儿倩倩心疼地说。今
年24岁的倩倩属肢体一级残疾：腰部
以下严重变形无法伸展，双腿蜷缩在
裙子里。二女儿雪雪的情况更为严重，
除了双腿蜷缩外，脖子也无法伸直，只
能搭在肩膀上。她们两人，虽然手能活
动，却使不上劲，在床上待了20多年

了，洗脸、刷牙、穿衣、上厕所……都需
要在妈妈的帮助下才能完成。小女儿
婷婷病情稍微轻一些，属肢体二级残
疾，现就读于江安县职业技术学校，不
能独立行走的她，上下学都需要妈妈
接送。

除了高维琴一家，江安县内另有
5000余个“陀螺人”家庭，每户至少有
1名重度残疾人需要看护，年龄从9岁
至80岁不等，残疾类型以半身瘫痪、
肢体残疾居多，由于存在严重的身体
缺失和功能障碍，吃喝拉撒睡均需要
家人照顾。

江安县青云街39岁的居民雷晓
芳，已经照顾患有先天性语言、肢体残
疾的女儿17年了。17年来，雷晓芳照
料女儿的饮食起居、吃喝拉撒，生活的
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江安县四季星小区76岁的李长
明和73岁的妻子熊文连已经照顾先
天智力残疾的儿子49年了，随着年龄
的增长，照顾儿子渐渐感到力不从心，
而让他们更担心的是，自己哪天走了，
儿子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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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韦宝清）为深入推进国家安全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
识。4月15日，贵州省从江县多部门联合开
展了“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
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
讲国家安全知识、播放国家安全教育视频、
张贴横幅、现场答疑解难和实地演练消防
器材使用等方式，向群众宣传相关国家安

全法律知识，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什么是
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哪些”

“日常中，我们该如何做”等问题，进一步提
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社区居民梁先生说：“以前不知道什
么是国家安全，觉得离我们老百姓很遥
远，通过这次活动，提高了我对国家安全
的认知，原来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是紧紧
联系在一起的，疫情防控、消防安全等都

是其中的一部分。”
据悉，本次“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普法宣传志愿服务活动共发放相关宣传
资料2000余份，提供法律咨询100余次。同
时全县各级团组织通过主题团日、主题队
课、入户宣传、知识讲座等形式，广泛开展
特色鲜明、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普法宣传活
动，进一步强化了青少年对国家安全工作
的责任感、使命感。

本报讯（旦正措 卓玛央宗）4 月 11
日，青海省玛沁县大武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青年先锋志愿者服务队”组织开展“弘
扬抗疫精神 促进民族团结”志愿宣传活
动，引导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团结奋进，从
自己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维护民
族团结，齐心协力抗疫情，共同绘制美丽
大武新画卷。

开展政策宣传，当好“宣传员”。志愿者
们通过悬挂横幅、向辖区群众发放宣传单
等方式，主动宣讲民族团结及防疫小知识，
切实加强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营造民族团
结一家亲、齐心协力抗疫情的良好氛围。

投身防疫一线，当好“引导员”。大武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青年先锋志愿者服
务队”积极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活动，投身
一线，与防疫工作人员一起做好人员排
查、信息收集、维护秩序、消毒灭菌和物资
配送等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争做疫情防控
先锋。

发挥模范作用，当好“守护者”。大武
镇大力弘扬“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
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
神，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紧紧围绕“三个离不开”思
想、疫情防控知识等内容，结合牧民生活
实际，认真讲解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并教
育引导广大牧民群众要旗帜鲜明地维护
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维护民族团结和社
会稳定。

本报讯（鲁文）“咿……呀……”4月12
日上午，山东省庆云县文化中心三楼综合
活动室内，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闫丽在
为学员们指导刘贵哈哈腔的动作、唱腔。旁
边，二胡、板鼓等乐器演奏，让传统戏曲爱
好者们过足了戏瘾。

刘贵哈哈腔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一招一式，一板一眼，都离不开精
心打磨，蕴含着时间积淀的魅力。为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化传承，庆云县以
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为载体，依托
有艺术特长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把传统戏曲、剪纸、手工艺品制作等作为
传承内容，深度挖掘传统文化艺术资源，
邀请民间老艺人、曲艺爱好志愿者上台
授课。同时组织非遗传承人开展公益演
出，举办培训班，结合时代特色、重点工
作，艺术爱好者们一起创作新作品，研究

修改。“我们剧团创作了 3 部抗疫剧目，
演出后，深受群众欢迎。”刘贵哈哈腔传
承人王洪涛说。

“我们搭建学习平台，培养人才，加强
非遗文化传承。结合时代特点，从优秀传统
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更多新作品，让非遗
文化活起来，不断在新时代发挥更广泛、更
持久的力量。”庆云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张
秀葵说。

安徽潜山市
积极开展爱国卫生月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聂玲慧）2022年是爱国
卫生运动 70周年，4月是第 34个爱
国卫生月。近期，安徽省潜山市积极
倡导居民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组织社区工作者、党员、志愿者开展
爱国卫生月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推动了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的养成。

潜山市爱卫办联合市文明办及时
发出倡议，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积极
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践行文明健
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助力卫生创
建、文明创建和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

为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浓
厚氛围，该市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电
视台、电子屏、健康宣传栏等载体，广
泛宣传爱国卫生运动历史，通过线上
线下宣传，大力推广全民健康、绿色环
保的生活方式，促使居民群众提升爱
护环境的意识；广大志愿者也积极行
动，走街串户向居民发放宣传资料，呼
吁大家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守护身体健康，创建健康家园。
目前已累计发放近千份《潜山市创建
卫生城市从我做起》宣传页、600余本
宣传书籍，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卫
生运动热情和环境保护意识。

与此同时，该市多角度引导市民
积极参与“文明祭扫”“绿色出行”“绿
色办公”“光盘行动”“垃圾分类”“健康
乐跑”等主题活动，低碳出行、节能环
保、勤俭节约，把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
生活方式融入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来，树立文明、健康、科学新风尚。

今年以来，新疆
福海县用好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阵地，注
重将志愿服务活动与
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
育、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相
结合，通过开展主题
活动，持续推动全县
志愿服务活动常态长
效开展，不断提升各
族群众的文明素质和
文明程度。

开展主题活动。
全县126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
志愿者通过主题党
日、周五大清扫等，积
极开展文明劝导、环
境卫生整治、党的惠
民政策宣传宣讲等一
系列活动690余场次。
深入开展文明礼仪、
文明餐桌、文明交通、
文明旅游、文明网络
等系列活动，着力提
升城市文化内涵和干
群文明素养。持续开
展关心独居老人、关
爱留守儿童、关注困
难居民和农牧民群众
的“三关爱”志愿服务
活动，制定志愿服务
项目清单，全面摸排群众需求，制定了
倡导文明新风、普及文明礼仪、践行文
明习惯、开展道德实践等志愿服务清
单，印发各乡（镇）党委、县直各部门
（单位）全面执行。

立体宣传引导。利用广播电视、新
农村大喇叭、“福海零距离”微信公众
号、“福海好地方”客户端等平台，发布
倡议书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全县干群
积极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深化对

“时代楷模”“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等
模范人物的学习宣传，依托“福海好地
方”客户端开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专
栏，利用户外电子屏循环播放，全面推
动形成良好风尚。

健全保障机制。按照“点单、制单、
派单、接单、清单”等模式，用好志愿服
务网、新时代文明实践网站和展示端
口，实现志愿者精准服务。健全志愿服
务培训制度、积分管理制度、积分兑换
制度等各项工作制度，按照项目化运
作模式，今年打造喀拉玛盖镇冬不拉
法庭、歌声与微笑等志愿服务品牌。持
续用好现有道德评议会制度，推进村
（社区）每月开展“最美庭院”“最美人
物”“身边好人”等典型人物推选工作，
利用善行义举榜进行公示，营造崇尚
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四川省江安县有残疾人4
万多名，其中重度残疾人家庭
就有5000多个。在这些重度残
疾人家庭里，照护残疾家属的
家庭成员，一年365天，一天也
不忍休息，他们像陀螺一样旋
转奔忙，身心十分疲惫和压
抑，被称为“陀螺人”。

2019 年 5 月，四川省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发起“让助残陀
螺人喘口气”公益项目，指导
江安县残联、县扶残助残协会
将关爱投向了“陀螺人”这个
特殊的群体，让“陀螺人”有释
放压力和喘息的机会。目前，
这一项目已在四川全省推广，
并向全国范围辐射。

“让助残陀螺人喘口气”项目
不仅给江安县的“陀螺人”家庭带
去了希望，也给参与项目的轻度残
疾人家庭带去了“新生”，由于项目
服务内容多为家政料理和农务，便
于其他地方复制和推广，2021年4
月，在四川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
推动下，项目正式向全省推广，并
向全国范围辐射。

根据“陀螺人”家庭的需求情
况，目前，项目服务内容已从刚开
始相对单一的家政料理和农务，拓
展到现在的“减负”“济困”“救心”

“授渔”四大功能，还推出“陀螺人
喘气包”，为更多残疾人家庭带去
温暖和关爱。

江安县阳光家园理疗中心的
高级理疗师雷坤是项目“授渔”工
程的受助者。今年30岁的雷坤视力
一级残疾，经过学习培训，他成功
取得国家高级按摩推拿师资格。在
江安县残联、县扶残助残协会的帮
助下，他在江安县城开办了阳光家
园理疗中心，除了为患者针灸推拿
外，还负责培训江安县盲人按摩培
训基地的学员。“最多的时候一天
能服务 20 余人，每个月能有近
5000元的收入。”雷坤告诉记者，他
的妻子也是一名盲人按摩师，今年
年初在广东佛山开办了一家盲人
按摩店，夫妻两人加起来月收入近

2万元。
收入增加了，生活稳定了，雷

坤一有空闲，就会积极组织理疗中
心的盲人按摩师到学校、社区开展
义诊，也常常抽空参加“减负”工程
的康复理疗服务项目，到重度残疾
人家中开展按摩推拿、针灸、康复
训练等康复理疗服务，改善重度残
疾人的身体机能。

和雷坤一样，家住夕佳山镇大
田村的村民黄如秋也是项目“授
渔”工程的受助者。肢体一级残疾
的黄如秋，长期坐在轮椅上，在江
安县残联、县扶残助残协会的帮助
下，在家发展养殖业，不仅让家庭
实现脱贫，还让年迈的双亲有了强
大的精神慰藉，更为一双儿女支撑
起了一个温暖的家。“县残联不仅
在养殖技术上给予指导，还帮我销
售养殖的山羊、鸡、鸽子等，在我最
困难的时候，是他们为我的人生照
进了一束光。”如今的黄如秋越发
地感到自己活得更有价值，生活也
越来越好了。

“这群残疾人虽身有残障，却
依然热爱生活，他们努力并且感恩
着。希望通过‘授渔’‘减负’‘济困’

‘救心’四大工程，让‘陀螺人’得以
喘息，让残疾人找到自我价值，有
更美好的未来。”江安县扶残助残
协会会长徐晓蓉说。

“在长年累月的照料和陪护
中，‘陀螺人’早已被生活的重担压
得喘不过气，急需要有人分担，给
他们喘息的机会。”江安县残联理
事长魏玉珍说。

为了让“陀螺人”有释放压力
和定期喘息的机会，2019 年 5
月，四川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
江安发起“让助残陀螺人喘口
气”公益项目，指导江安县残联、
县扶残助残协会将关爱投向了

“陀螺人”这个特殊的群体。该项
目旨在通过募集资金，招募富有
爱心的轻度残疾人志愿者走进

“陀螺人”家庭，开展洗衣做饭、
打扫卫生、陪护照料等基础家政
服务，减轻“陀螺人”负担，让他
们定期得到身体及心理上的放
松。同时，项目借助“轻残扶重
残”的新型陪护服务模式，在让

“陀螺人”喘口气的同时，也解决
了轻度残疾人的就业问题。

3月18日早上8点，身穿黄色
马褂的志愿者张琴、李琴像往常一
样敲响了高维琴家的门：“高大姐，
今天我们来给三个姑娘洗洗头、理
个发。”今年43岁的张琴是一名肢
体四级残疾人，自2019年10月起，
每周她都会抽一天时间来高维琴

家，帮助打扫卫生、整理房间、护理
残疾人等，减轻高维琴的负担，让
她能有片刻“喘口气”的机会，去做
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张琴等志愿者的到来，让高维
琴心中充满了感激，她总说：“千言
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感谢。”

和张琴一样，家住江安县大
妙镇的曾燕也是一名轻度残疾人
志愿者，大妙镇召岩村的肢体一
级残疾人龙汝莲是她长期服务的
对象。龙汝莲因脑出血后遗症致
残，长期坐在轮椅上，需要丈夫包
先培照顾日常生活起居。自去年
12月起，曾燕每周都会来到龙汝
莲家，帮包先培打扫家庭卫生，照
顾龙汝莲并陪她聊天，还曾多次
自费买水果、蔬菜、猪肉等为他们
做可口的饭菜。

在江安，和张琴、曾燕一样的
轻度残疾人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
身穿黄色马甲，活跃在江安的大街
小巷、村头巷尾，他们像春天的阳
光般照进一幢幢小楼，温暖着每一
户“陀螺人”家庭。“截至2022年2
月，‘让助残陀螺人喘口气’项目帮
扶服务次数 1.4 万余人次，为 820
户‘陀螺人’家庭送去了温暖和希
望。”魏玉珍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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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庆云：志愿服务带动传统文化活起来

贵州从江：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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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陀螺人”有喘息的机会

让残疾人有更美好的未来

他们是“陀螺人”

志愿者到志愿者到““陀螺人陀螺人””家庭服务家庭服务

志愿者到志愿者到““陀螺人陀螺人””家庭陪残疾人聊天家庭陪残疾人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