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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新泰邮递员王成团，送信路上常助人

谁谁家家需需要要帮帮 全全记记本本子子上上

新泰的邮弟员

王成团送信路上更

送爱心。他随身带着

工具盒，常帮村民家

修修补补。

身边
好人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伟强

440万邮件投放无差错

随身“百宝箱”帮别人

6月1日12点多，邮递员王成
团刚从汶南镇敬老院回来，他们
给老人包粽子献爱心，忙活了一
上午。“给老人包了几百个粽子，
足够老人吃一顿的。”王成团没
急着去吃饭，而是拿出笔记本，
趴在桌子上开始写这一期的活
动总结。本子上记得大大小小的
活动已有上百个，写着日期、内
容、目的等，“这些都是志愿者们
利用空闲时间干的，每周都定期
组织活动。”

2000年8月起，王成团开始
负责新泰城郊18个行政村和开
发区70多个单位的邮件投递工
作。他每天随身携带“两个宝
贝”：一个是“百事通”笔记本，另
一个是“百宝箱”工具盒。在“百
事通”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孤
寡老人、特困户、需要替客户捎
带的物品等信息。“百宝箱”工具
盒里有钳子、补胎用品等，到了
偏远地区时，他会帮客户修修补
补。

“送邮件的时候，找不到人

就等，等不到人就多方联系，一
定确保及时送到用户手中。”王
成团说。新泰市邮政局负责人
说，13年间，王成团共投递报刊
信件440万件，无一差错，行程45

万公里，救活死信300多封，“他
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客户成
了朋友。”青云街道一位老人说，

“王成团人特别好，十几年来不
仅送报从来不耽误，还和我们拉
呱，家里缺个什么东西，他也都
帮着送过来。”

三年发展400多志愿者

资助近30个困难家庭

王成团说，他上初中时就常
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村里老人。
2000年他当上邮递员后，有一天
到一位老人家里送报，老人紧握
住他的手请他到屋里坐一会。

“老人告诉我，他订报纸还有个
私心，就是想和邮递员聊聊天、
解解闷。”王成团说这件事对他
触动很大，“老人年纪大了，儿女
都不在身边，生活很沉闷。”从那
时起，一有时间他就陪老人聊
天、做家务、捎买东西，周末到敬
老院打扫卫生、照顾老人，每个

月拿出一部分工资救助贫困家
庭。

后来王成团觉得一个人做
公益力量太小，没法帮助更多
人。2011年初，他联系泰安市公
益志愿者协会，并开始打造“爱
心团队”，在新泰成立志愿者协
会。“第一次活动只来了7个人，
第二次活动来了20多个人，志愿
者队伍不断扩大。”王成团说，目
前，泰安公益志愿者协会新泰办
事处已有400多名志愿者，长期
资助近30个困难家庭。

新泰市文明办工作人员说，
王成团和他的爱心团队先后组
织策划了“圆梦”、“暖冬”、“敬
老”、“环保”等系列公益活动，用
轮椅抬着长年卧病在床的万庆
法攀登泰山圆梦，还每月定期走
访新泰市多家敬老院，陪老人聊
天、打扫卫生、举办保健讲座；组
织关爱艾滋孤儿夏令营、泰山画
家慈善行、帮扶宫里镇汶城村万
大爷、救助新汶脑瘫女孩瑶瑶、
结对救助禹村镇贫寒学子、到汶
南镇敬老院组织义演、帮扶果都
镇残疾小伙、发起“魅力新泰、我
参与、我环保”等系列活动……

联系企业做公益

儿子12岁已懂奉献

王成团说，他常利用送报纸
的机会和一些企业老板洽谈，让
他们也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现
在已经有10多家爱心企业加入
到公益活动中，提供车辆、人力、
资金，不图名也不图利。”王成团
每个月挣不了多少钱，但经常帮
助别人。“我就特别佩服像他这
样的好人，慢慢被他感染，也加
入到志愿者队伍中，只要有空各
种活动都不落下。”新泰某保洁
公司经理陈建虎说。

妻子宋广清说，王成团每天
既要送报，还要抽空参加公益活
动，基本上没时间照顾家里。“最
初我很不理解，但后来看到他帮
助了这么多人，也慢慢开始支持
了。”宋广清说儿子今年12岁，经
常跟着王成团参加活动，小小年
纪已经懂得了奉献爱心。

现在，王成团和志愿者们正
在忙活“中国梦”公益书画行活
动，组织公益书画家开展爱心交
流义卖活动，筹集善款帮助困难
家庭。

本报泰安6月5日讯(记者
薛瑞) 朱峰是东平县一名基层
公务员，也是一名青年志愿者。
朱峰没有富裕的家世，却十年
如一日甘当一名爱心使者帮助
别人。这几年，他组织参与志愿
者服务活动6 0多次，先后为贫
困学生、孤寡老人等捐款捐物
40多次，捐款金额已经有2万多
元。

朱峰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
人家庭，父母都在工厂工作，虽
然没给他多富裕的生活，却一直
教导他奉献爱心，“从课本里也
没少学了罗盛教、董存瑞这些英
雄人物，所以佩服好人、仰慕英
雄这种情结从小就有。”朱峰说，

“把爱心奉献给每一个需要帮助
的人”，这是他始终坚守的信条。

一个偶然的机会，朱峰认识
了初中生小强(化名)。小强是农
村留守少年，父母长年在外打

工，只有70多岁的奶奶在家陪着
他，由于缺少家庭关爱和管理，
小强迷恋上了网络游戏，不能自
拔直到退学。朱峰了解情况后，
主动承担了开导小强的工作，

“有志愿者活动的时候我就叫着
他，开始他只躲在一边或跟在后
面看着，很少主动参与，我就和
其他志愿者一起找他聊天，给他
讲道理、讲学习的重要性，慢慢
的他就活跃了，也敞开了心扉愿
意和别人交流，还重新回到了课
堂。”朱峰说，他不仅为小强的转
变感到高兴，更感受到作为一名
志愿者的责任和自豪。这几年，
朱峰帮助过的像小强一样的少
年有10多个。

每年冬季到来之前，朱峰都
会到敬老院帮孤寡老人劈柴、生
炉子、晒被子、打扫卫生。2011年
10月初，在“冬日暖阳”东平信息
港志愿者捐赠衣物大型公益行

动中，朱峰带头购买了10件棉衣
捐给贫困者。2013年冬天，东平
县开展了“走进特殊儿童，牵手
奉献爱心”志愿者活动，朱峰组
织来自不同行业的30多名青年
志愿者，为全校70多名特殊儿童
捐赠了价值约5000元的过冬棉
帽手套、棉袜、书包、圆珠笔、故
事书等物品，还送去了羽绒服、
毛衣、外套等生活用品。

一路走来，朱峰不断为社
会奉献着爱心，“只要社会有需
要，无论什么重活累活，他总是
干在前冲在前。”熟悉朱峰的朋
友、同事很多都这样评价他。近
几年，朱峰先后为贫困学生、孤
寡老人等捐款捐物4 0多次，捐
款2万多元，组织参与志愿者服
务活动 6 0多次，关爱“空巢老
人”志愿者活动、“关爱生命、献
我热血”无偿献血活动里，都有
他的身影。

本报6月5日讯(记者
李亚宁) 今年39岁的马菁铧
是一位在职教师，被称为肥
城“最早的文化志愿者”。从
2008年起，她无偿为政府创
办的文学刊物编辑审稿。
2014年，创办肥城七色花公
益志愿者协会，以流动书吧、
诗歌朗诵会的形式，提倡“亲
子阅读”，引导家长和孩子加
入到读书的行列中。

2008年，马菁铧加入肥
城作家协会，无偿为《桃花
源》写稿、审稿、校正。她创作
了不少描写肥城的文学作
品，参与多场文化活动的志
愿服务工作，被称为肥城“最
早的文化志愿者”。

2014年，马菁铧先后加
入泰安小红帽公益组织和小
荷公益组织。“在参与他们组
织的早读、图书捐赠活动时，
我开始考虑在肥城也成立一
个公益组织，让更多家长和

孩子参与其中，养成阅读的
习惯。”今年5月份，马菁铧创
办了肥城七色花公益志愿者
协会，倡导亲子阅读。

为了筹到图书，马菁铧带
着活动策划书跑了多家书店，
但没有书店愿意免费提供图
书。后来，她联系肥城市图书
馆，得到部分图书支持。谈成
一家爱心企业的赞助后，马菁
铧亲自跑到泰安图书批发城，
为孩子们挑选图书。

5月25日上午，“七色花
公益流动书吧”在湿地公园
热闹开场，上百名家长陪孩
子席地而坐，一起读故事。活
动当天还有给孩子们搭建的
故事擂台赛，孩子可以自由
发挥，上台表演。“很多孩子
在学校时，锻炼的机会并不
多，我想通过提供诗歌朗诵
会、演讲比赛平台，让参与
活动的孩子都有机会
上台。”马菁铧说。

马菁铧创办“七色花”
让书香更香

朱峰是一个基层公务员，但他做得更多

捐捐款款两两万万多多帮帮老老人人孩孩子子

王成团(左三)和志愿者走访慰问贫困家庭。

2012年5月31日，本报爱心
图书室为省庄羊楼小学捐书万
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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