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活一一天天就就要要做做一一天天好好事事””
“安立盛学雷锋志愿服务大队”等已深入人心，烟台志愿服务遍地开花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李楠楠

走在烟台的大街小
巷，市民稍加留意就会
看到这样一个特殊群
体，他们有的头戴“小红
帽 ”，有 的 臂 挂“ 红 袖
标”；他们或是在疏导交
通，或是在扶老助残；无
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
村，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就是烟台志愿者，
而不同的是，在烟台市
志愿服务工作制度化的
推动下，他们在烟台市
文明办的统一协调下，
竖起了各具特色的志愿
服务大旗。

志愿服务在城区>>

做志愿服务从学雷锋说起

在烟台，提起“小巷总理”
安立盛，无论男女老少都不陌
生，因为他学习雷锋精神已有
50多年了。烟台大街小巷的事
他都有参与，随手帮助别人，
而且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了下
来。

其实一个人做一件好事
并不难，难的是到了耄耋之年
还在坚持，75岁的安立盛就是
这么一个人。而且他不仅是一
个人做，还带动了身边3000多
人进行志愿服务。

平时，他带领志愿者在公
交站亭义务擦亮公交窗口；在
社区义务清理卫生死角；带着
鸡蛋、花生油等物品慰问困难
群众……所做好事不胜枚举。

“现在，我每天坚持做一
件 好 事 ，活 一 天 就 要 做 一
天。”安立盛说，每天他都会

清扫楼洞，带着社区中老年人
健身，帮着保洁员清扫卫生。
虽然都是一些小事，但安立盛
觉得做善事不分大小，只要肯
做。

“我们队伍现在有3000多
个志愿者，每个志愿者每天能
坚持做一件好事，就会影响身
边的一群人，这就相当于每天
做上万件好事。”安立盛笑着
说。

2012年7月份，在芝罘区
志愿服务指导中心的帮助下，
安立盛的这支队伍被中央文明
办、省文明办、市文明办授予了

“安立盛学雷锋志愿服务大队”
称号。而“安立盛学雷锋志愿服
务大队”仅是烟台志愿服务中
名声最响亮的志愿服务队之
一，如今在烟台，类似大大小
小的服务队还有不少。

志愿服务在县市>>

“梨城春雨”千人志愿者服务莱阳

在莱阳，有一个由网友自
发组织的志愿者群体，他们的
名字叫“梨城春雨”。他们是一
群为爱心事业奉献的网友，身
体力行地感动着身边的人。

“梨城春雨”的发起人于文
强其实是个“老志愿者”。2001

年，还在青岛工作的他就加入
了微尘。回到莱阳后，有人笑称
莱阳连个志愿者组织都没有，
于文强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热心肠的他便开始在网上召集
志同道合的志愿者朋友。

终于，2009年12月27日，在
于文强的召集下，一个起源于
网络并立志服务梨城莱阳的网
友群悄然兴起。

志愿者网友群发起之初，
于文强带着大家到街边清理小
广告，当时这些志愿活动并没
有得到莱阳市民的认可，很多

市民对他们投来不解的目光。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和了解“梨
城春雨”，于文强自掏腰包买了
300顶红帽子，在上面印上“梨
城春雨”。

就这样，“梨城春雨”经过
近4年的发展，已从创立之初仅
有的2 0多个人壮大到1 2 0 0余
人。如今，“梨城春雨”已拥有9

个网友群，能开展爱心奖学金、
敬老、环境保护、大病救助等7

个服务项目，在莱阳可以说是
家喻户晓。

“其实我们所做的很微不
足道，但就是在件件小事中，汇
聚了爱的力量。”于文强说。

“梨城春雨”志愿服务队也
只是烟台县市区志愿服务的一
个缩影，在栖霞、龙口、莱州、蓬
莱等县市，同样活跃着一批类
似的志愿服务队。

“做公益让我对生活越来越有信心”

对个人而言，参与志愿服
务意味着什么？烟台市道德模
范、优秀志愿者孔德娟说，做公
益让她对生活越来越有信心。

“很多好心人告诉我，面对苦
难，不要做哭哭啼啼的祥林嫂，
要做一名光彩夺目的美丽母
亲，要做一名生活的强者。”

孔德娟说，她28岁离婚，

独自带着脑瘫的儿子生活。
“当时医生说这个孩子一辈子
都会站不起来，可现在他会走
了，还自学了文化，学会了上
网 ，同 时 还 在 网 上 帮 助 别
人……这一切都是做志愿服
务得来的信心。”

平时做了很多志愿服务的
孔德娟也得到过其他志愿者的

帮助。“今年令我特别感动的一
件事就是，5月份我要做手术，家
里离不开人，84岁的老母亲和儿
子都需要照顾，怎么办？这个时
候很多志愿者给了我很大的帮
助。在我住院的半个月里，志愿
者轮流照料我和我的家人，我很
感动。”孔德娟说，“在最困难的
时候得到了大家的温暖，我没有

什么好回报的，只能将自己的遗
体捐出去，回报社会。”

有专家指出，在志愿服务
中，受帮助的百姓与提供帮助
的志愿者处于“双受益”的模
式，这种双赢模式在潜移默化
中提升了人的文明，促进了志
愿服务持续有效，形成良性循
环。

慧慧慧慧病病重重住住院院已已有有半半月月
病因不明仍需检查，爱心烧烤摊也已歇业

本报11月12日讯 (记者
孙淑玉 ) 招远32岁的董金侠
坚持开烧烤摊挣钱，为患白
血病的 4岁女儿赢得更多生
命的时间。此事经本报连续
报道后，很多人被董金侠的
自强打动，慧慧的病情也一
直牵动着热心市民的心。1 2

日，记者获悉，由于血小板指
数异常，身上出现出血点，慧
慧已经返回青岛住院半月。
打针过多血管变细，每次看
见医生她都会吓得大哭，病
床上的慧慧更是不断喊着想

回家。
1 2日下午，记者从董金

侠处获悉，如今慧慧的血小
板指数已升高，但由于肝脾
损伤较严重，病床上小慧慧
的肚子鼓得很大。频繁地打
针使慧慧手脚处的血管已变
得很细，密密麻麻的针眼也
让她怕极了医生，只要有穿
白大褂的人经过，慧慧都会
吓得大哭。

“孩子吃饭还可以，精神
头也好点了。”董金侠说，刚
住院时，慧慧满脸布满出血

点，住院半月以来，由于持续
注射带激素的药物，慧慧的
食量大增。这两天慧慧脸上
的出血点几乎看不出来了，
只是住院期间她仍不断念叨
想回家，想念烧烤摊。

记者获悉，1 0月 2 8日慧
慧突然发烧，血小板指数也
突然降低，慧慧一家立即赶
往青岛治疗。在历经多项检
查和半月的治疗后，慧慧身
体情况稍有好转，但病情恶
化原因仍不详。

“医生说再检查不出原

因可能就要做活体检验了。”
董金侠说，看着女儿每天在
病床上疼得直哭，他和妻子
只能偷偷抹眼泪。如今，慧慧
的治疗费已花费4万余元，因
为要陪孩子住院，董金侠的
烧烤摊和小吃都不能做了，
家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收入
了。

如果您愿意帮帮慧慧，您
可以联系我们：15264520357，或
直接汇款至董金侠的账户：中
国邮政储蓄招远新村支行，
210984560007954409。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李娜)

“吃好了没有？”老吴面带笑容的
一句问候，隔着人群得到了回应，坐
在轮椅上的那位先生摸了摸肚子，
向他拱了拱手，滑着轮椅离开了。在
南洪街上，快餐老板和一位残疾人
之间，上演了温暖的一幕。

在南洪街上，最近一周，每到中
午11点吴计三省之家快餐车都会出
现在这里售卖快餐。在附近摆摊和
开小店的人说，这个快餐车售卖的
饭菜很实惠，6到10元钱就能吃饱。吴
计三省之家快餐车不仅方便了在这
里摆摊和逛街的人用餐，还给在这
里流动的流浪人群提供免费午餐。

餐车的上方，有一排明显的
字——— 饥饿人群 (流浪人、残疾
人……)免费用餐车。担心有人饿着
却不好意思来用餐，老吴往往主动
招呼他们。记者从他餐车经过的时
候，他正给一位残疾人打招呼，问对
方有没有吃饭，吃得饱不饱。

一个普通人，在这个寒冷的季
节，给这个城市添了一些温暖。

“有的人可能不看这一排字，有
的人可能不好意思过来吃。我看到
流浪的、乞讨的或是残疾人，就主动
问问他们吃了没。”老吴笑笑说。在
南洪街售卖快餐一个周，有十多位
饥饿的人在这里吃过饭。“没别的，
这大冷天的，咱自个吃饱了，就让没
吃饱的人也吃点，暖和暖和。”

经营者老吴全名吴彦林，一个
热心肠的东北大叔，已经在烟台生
活了多年。老吴的儿子在南大街购
物城旁边开了一家餐馆，为了增加
收入，他每天中午推着快餐车到南
洪街卖快餐。

对于为流浪人群提供免费午餐
吴彦林说，“谁都有不如意的时候，
钱包被偷了、身上没钱了，这样的事
情我也遇到过，我不是大老板，帮不
了穷，但是能管顿饱。”

“帮不了穷，
但是能管顿饱”

无论是组织，还是单个志愿
者，他们其实都是烟台志愿服务工
作的一个缩影。而在他们背后，其
实有个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体系，有
个完善的组织运行机制，为志愿服
务工作常态化推进提供保障。

对于烟台志愿服务工作制度
化来说，烟台市文明办志愿服务科
科长胡吉明认为，志愿服务工作从
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对政府服务
工作的一种延伸，能够让普通市民
参与其中，受益其中，也让政府的
温暖送到更多人手中。

对于志愿服务工作的组织运行
机制，烟台成立全市志愿服务工作
领导小组，制定了《关于深入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的实施意见》，建立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将志
愿服务工作作为基层群众性文明创
建工作的重要内容，一起部署和考
核，增强了工作推动力，促进了工作
常态化。目前，全市各级文明单位全
部建立了“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可以看出，从市区到县市再到
个人的志愿服务，看似都是自发组
织，其实其中也不离开市委市政府
的支持。在志愿者组织动员工作上，
烟台市文明办牵头组织，市直各部
门、各县市区文明办协同，形成覆盖
不同领域的“组织化动员”机制。

在全市成立志愿服务总队，在
市直部门和县市区建立支队，镇
(街 )建立大队，社区建志愿服务
站；发挥优秀志愿者、星级慈善义
工、道德模范、爱心企业家等的社
会影响力和感召力，倡导鼓励支持
他们带动成立志愿服务组织，最终
汇聚“社会化动员”的强大力量。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李楠楠

完善的组织运行机制

保障志愿服务常态化

优秀志愿者特写

头条链接

很多志愿者在做志愿服务的同时自身也感到很幸福（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汇聚爱的力量 公益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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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爸爸无能，也不靠乞讨求助》追踪


	J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