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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顺利完成支教，提前
半年锻炼身体，熟悉当地风俗
习惯，了解学生知识水平，海
大西藏支教队队长陈宁，抱着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心态，
时刻准备踏上支教路。

今年23岁的陈宁是中国海
洋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一名大
四学生，他“身兼数职”，不
仅是班长、足球队队长，还是
海大团委兼职副部长。今年 7

月，陈宁要作为海大西藏支教
队队长，远赴拉萨，开展为期
一年的支教活动。

去年，学校组织西藏支教
队，陈宁毫不犹豫地递交了申
请。“把自己的知识教给需要
它的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情。”陈宁说，他知道到了西
藏 以 后 可 能 要 面 临 各 种 身 体
上、精神上的挑战，所以一开
始就抱定了一种坚持到底的信
念。为了更好地教当地学生，
陈宁不仅提前锻炼身体，还专
门了解了当地学生的知识水平

和学习基础，并打算利用剩下
的几个月时间，组织一些募捐
活动。陈宁说，他去拉萨还要
帮 助 一 些 贫 困 的 学 生 走 进 校
园。

这位来自河北保定的大男
生，不仅热心公益，工作能力也
让周围老师和同学交口称赞。
今年年初，陈宁以会务秘书的
身 份 参 与 了 青 岛 两 会 志 愿 服
务。同时，在蓝色经济国际高峰
论坛、世界柔道赛等重要活动
现场，也出现了陈宁的身影。

陈 宁 说 ， 身 为 一 名 志 愿
者，在解决随时出现的问题的
过 程 中 ， 形 成 自 己 的 工 作 思
路，是一种极大的锻炼。

平时忙于学校和社会各类
事务，陈宁并没有忽略对身边
同 学 的 帮 助 。 “ 投 票 选 班 长
时，班主任问我是不是自己投
了自己的票，因为我都是全票
通过。”陈宁笑着说，成为班
长，他就可以帮同学做更多的
事情，这一票便投给了自己。

大学生志愿者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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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癌症男孩赴济就医，好司机义无反顾
今年60岁的张洪是中青出

租车有限公司第一批“雷锋车
队”队长，在他看来，学习雷
锋没有年龄要求和职业限制。
“我们这代人从小受到雷锋精
神 影 响 ， 被 教 育 要 助 人 为
乐。”

张洪印象深刻的是一对
农村父子，孩子患有癌症，

张洪将他们送到医院，没有
收一分钱车费，还不断地安
慰他们，临走前递上自己的
名片，嘱咐他们有需要再打
给他。第二天晚上，张洪接
到电话，孩子病情严重，需
要第二天上午9点半前转到济
南 治 疗 ， 希 望 可 以 获 得 帮
助。时间紧急，但车费又令

孩子的父亲非常担忧。张师
傅安慰他：“不要担心，一
定不让你吃亏”。早5点多，
张洪冒雨赶去帮助父子俩装
行李，并顺利将他们送到济
南。从济南到青岛，来回800

多公里的路，数百元费用，
张洪分文未取。“虽然赔了
钱，帮到人还是很开心。”

新景观

资助贫困儿，“红飘带”接棒雷锋精神
虽然上一代“雷锋车队”

的司机师傅们都相继退休了，
但雷锋精神却没有退休，在岛
城出租车行业一代代传了下
来。红遍岛城的“红飘带”车
队，不仅自身学习雷锋、做好
事，还用爱心影响着身边的乘
客和朋友去关爱他人、帮助他
人。

慕春华是艺华公司“红飘
带”车队队长，也是一名平凡

的出租车司机。贫困的家境没
有阻挡她做好事的脚步，资助
孤儿王良杰，慰问扎根山区的
优秀教师邹智先，向贵州铜
仁、安顺地区捐献衣物……
2011年10月慕春华和车上乘客
扶起摔倒受伤的老人，并将他
送往医院。在“老人摔倒扶不
扶”的敏感时期，她用热心感
动了旁观者，越来越多的的哥
的姐开始学习慕春华，去无私

地帮助别人。
在慕春华看来，做好事是

在帮别人也是在帮自己。如今
慕春华也面临着退休问题，对
她来说，退休并不是献爱心的
终点，她打算投入公益事业
中，帮助更多需要的人。慕春
华说，学习雷锋精神并不代表
去做多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从
点滴做起也是雷锋精神。“小
事坚持下来，就很不简单。”

传帮带

捐款义运，爱心车队传递正能量

除了“红飘带”，还有
更多的出租车队延续了雷锋
精神，为社会带来了越来越
多的正能量。

中 青 公 司 的 “ 编 外 巡
警”凌建华开出租车已经1 6

年，他像一名便衣警察，经
常见义勇为，抓获犯罪嫌疑
人2 0多名。海博公司的孙丕

峰和他的“学雷锋小组”每
周义务接送身患尿毒症的老
人透析、回家。

一 个 人 的 力 量 毕 竟 有
限，好的团队能让爱凝聚得
越来越多。日前，青岛市道
路运输管理局向全市出租车
司机发出倡议，希望大家积
极践行“红飘带”精神，做

守 法 经 营 、 文 明 服 务 的 使
者。海博、中青、益青等出
租车公司也组织员工开展义
运、捐款等活动，每个公司
也都有自己的爱心车队，不
像以前都是个人自觉自愿的
行为，做好事更多的是发自
内心，而不像以前只是停留
在表面，流于形式。

15年献血11 . 5万毫升，相当
于常人全身血液换了二十多遍。
青岛公交集团宏达巴士公司“献
血状元”李源用自己的献血挽救
了80多条生命。

今年38岁的李源从1998年开
始参加无偿献血，截至目前，累

计捐献血小板136个治疗量，合
计献血11 . 5万毫升，相当于将其
全身血液换了二十多遍，按临床
价格计算价值十多万元。

此外，李源还自愿成为一名
遗体捐献者，希望通过自己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献血状元李源：

15年献血11 . 5万毫升,
救了80多人

本报记者 王笑

28岁的贾晓慧有很多身份，
八大关福山社区社工、“手语角”
活动负责人、大学生手语志愿者
联盟推广使者……除了完成自
己的日常工作，贾晓慧几乎把所
有的时间都投在了手语志愿服
务上。贾晓慧说，通过自己的双
手，让另一个无声世界变得精
彩，这是她生活中最大的享受。

2007年，正在青岛大学读大
二的贾晓慧看到邰丽华领舞的

《千手观音》后，便萌生了学习手
语的念头。每周六下午两点到

“手语角”上课，一学就是6年，即
使现在忙于各类工作，每星期她
还是会抽出时间上手语课。

尽管只学了一年的手语，她
加入到2008年奥帆赛志愿者的队
伍中，帮助400多名聋哑人观看奥
帆赛。贾晓慧说，当她带领聋校
学生参观奥帆基地，并用手语给
他们做讲解时，那种成就感让她
终生难忘。奥运会后，她更坚定

了继续做一名手语志愿者的决
心。

目前，贾晓慧不仅自己做手
语志愿服务，她所成立的大学生
手语志愿者联盟也在日渐壮大，
并成功举办了五届大学生手语
比赛。为了使手语推广更加规
范，贾晓慧和她的同伴甚至还编
写了手语教材以及制定了手语
等级考试认定细则。策划了“体
验无声世界，感受手语魅力”等
一系列与聋哑人互动活动。

贾晓慧称，她希望借助世园
会，掀起一个全民学习手语的小
高潮。她打算先让手语推广走进
青大医学院、卫校等地方，使提
供医疗志愿服务的学生能够在
第一时间内与身体不适的聋哑
人进行简单交流。“那个安静的
世界，也要有一些热闹，让他们
感到被这个社会接纳，还需要更
多的双手。”贾晓慧说。

手语志愿者贾晓慧：

我的爱心，用手表达
本报记者 王笑

本报通讯员 张嘉青 本报记者 蓝娜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岛城出租车行业就有雷锋车队，如今，首批雷
锋车队的成员多已退休，但是雷锋精神传承了下来。近几年岛城的“红
飘带”车队等都继承了雷锋精神，“文明自己，关爱他人，奉献社会”，岛
城学雷锋的群体更加壮大。

4日，青岛重庆路第二小学利用升旗仪式，召开了“学雷锋迎世
园，争当绿色丝带志愿者”活动。学生们纷纷在横幅上签字，加入
绿丝带志愿者行列，将在社区进行宣传世园知识、打扫卫生等志愿
活动。 本报记者 吕璐 通讯员 钟媛 摄影报道

“绿丝带”进校园

榜榜样样人人物物

中中青青出出租租车车公公司司的的司司机机们们带带着着小小学学生生参参观观市市容容。。 ((资资料料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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