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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主打

心心中中有有颗颗公公益益心心
天天天天都都是是““雷雷锋锋日日””

本报济宁3月4日讯(记者 晋森
汪泷) 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可是文
莉爱心团队并不组织公益活动，因为
她们的公益活动已经常态化了，并不
拘泥于“学雷锋纪念日”这一天。实际
上，济宁很多民间公益组织开展的公
益活动也逐渐常态化了。

1日和2日两天，文莉爱心团队负责
人张文莉带领团队志愿者，相继来到邹
城的田黄、张庄和嘉祥梁宝寺镇等地的
学校，继续他们的“幸福蓓蕾”爱心助学
活动，为304名“结对子”的贫困孩子送来
助学款。这一助学行动文莉爱心团队已
经坚持了4年。除了爱心助学外，助残活
动、给贵州山区孩子捐赠书包以及关怀
孤寡老人等公益活动，文莉爱心团队每
个月都开展公益活动。

“其实对我们的团队来说，每天都
是‘雷锋日’，做公益不拘泥于固定的
时间。”张文莉认真地告诉记者，做公
益不一定非在“学雷锋纪念日”这天。
比如今年的“学雷锋纪念日”，恰好是
工作日，志愿者抽不开时间，我们不会
举行活动。但是，本周末，团队会在邹
城继续开展助学活动。

3月5日，众鑫出租车公司将启动
“雷锋月”系列公益活动，多次申请加
入雷锋车队的两名司机，将正式成为
雷锋车队的一员，至此雷锋车队已经
达到10名司机。

“尽管成为雷锋车将承担更多的
义务和责任，但是司机们还是想成为
雷锋车，司机们觉得加入雷锋车队是

一种光荣。”众鑫出租车公司副经理张
峰告诉记者，2012年公司成立雷锋车
队，尽管当时只要8人参加，却有50多
名司机申请加入，经过严格的选择才
最终确定了8名司机。

上周末，济宁十五中“学雷锋小
组”的10多名志愿者，来到城区的几个
主要交通路口，担任义务交通协管员，
帮助交警疏导交通，制止违规行为。

“‘学雷锋’已成了校园生活中的一部
分。20年前，学校成立‘第一学雷锋小
组’，此后‘学雷锋’的活动从没有间断
过。”济宁十五中团委负责老师谷慧青
说，如今“第一学雷锋小组”已经扩大
为十五中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老师和
学生们都是其中一员。

济宁十五中校长李敬东认为，学
雷锋就是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在家
做一个有孝心的好孩子，在社会上做
一个有爱心的好公民，在学校里做一
个有进取心的好学生，这就是新时期
学生践行雷锋精神的最好诠释。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对于很多
民间组织公益活动的常态化，济宁市
文明办副主任巫原认为，这是文明意
识的提高，也是文明社会的具体体现。
为进一步鼓励个人、组织、行业的“学
雷锋”常态化，今后济宁市文明办还将
开展“文明大劝导”活动。同时，也将上
线志愿者网站，让有爱心的社会人士
将自己的想法、特长、优势等进行登
记，使其获得更好的工作平台，民间公
益活动也更加规范化。

本报评论员 马辉

当“学雷锋做好事”不再成为一阵
风，当凡人善举成为一种常态化，到了
那一天，公众也就不会再对各种公益
活动那么敏感了。不以善小而不为，我
们呼唤一种持续的道德力量，让文莉
团队们、十五中的“小雷锋”们不断出
现在我们的身边，让向上和向善的力
量成为主流。

“学雷锋日”是一种对公众道德崇
尚的提醒。然而，学雷锋是一种形式，
更深层次地去看，实际上是让更多的
人心中不忘坚持一种道德力量。值得
欣慰地是，越来越多的爱心行动已逐

渐成为一种常态化，更多的志愿者开
始冷静地去对待公益行动。

行动是不是符合被受助者的需
求？服务是不是足够专业？能不能跳出
形式而更加持续化、规范化？他们都已
经开始了思考并有所转变。做公益不
拘泥于固定时间，所进行的服务行动
更加从弱势群体的需求出发，以文莉
爱心团队为例，他们的行动在感染着
更多身边的人，公民道德素质也在悄
然提高。

今年，济宁提出打造弘扬传统文
化首善之区，这恰恰与构建良好社会
文明风尚相切合。作为济宁人，更应充
分挖掘和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使
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蔚然成风，让
崇文尚礼、谦和包容、诚实守信的社会
风气成为主流。

心怀公益，让每一个人都把良好
道德行为落实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之
中，孔孟大地一定会善意浓浓、善心涌
动、善行如潮。

善心涌动，贵在经常

郭海营把雷锋车擦干净。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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