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鲍店煤矿有一支326人的矿区暖心志愿服务队

用用行行动动温温暖暖身身边边的的留留守守家家属属

为空巢老人祝寿过生日、端午
节送粽子、春节包饺子，以及日常家
庭保洁、电路整修、燃气安全排查、
医疗救助、亲情劝导……在鲍店煤
矿的生活区，到处都有暖心行动服
务队的身影。

救助困难群体，爱心物品从哪
来？如何帮助困难家庭真正解困？同
为志愿者服务队队员的鲍店煤矿党
委书记赵玉珠说，于是，煤矿党委、
工会加强了后期的参与和组织，号
召职工群众集中募捐，共募集来自
近2000名捐赠人的书籍、衣物、家用
物品、电器等爱心物资近万件，建立
了爱心超市。借鉴“爱心墙”捐赠模
式，在矿公园设立“爱心捐赠墙”，倡
导把爱心留下、把善心带走，培育自
动自发的捐赠和受助模式，将职工
家属的捐赠行为常态化。同时还为
29户孤残、特困家庭进行结对帮扶，
搭建就业平台，变“输血”为“造血”，
在矿区设立的“自强”系列快餐店、
馒头房、洗车点以及7个放心早餐
亭，先后安置困难零就业家庭37人
次。

这支服务队现在还有了自己的
队歌，名叫《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
起。您的一句贴心的问候，就能让对
外开发职工家庭感受到“家人”般的
暖心；我们在一起。您的一个贴心的
陪伴，就能让孤独无助的空巢老人
感受到“儿女”般的孝心……“在鲍
店煤矿，没有人会被忘记，没有人会
被放弃，干一点让大家温暖的事，让
这个家园更有温情。”赵玉珠说。

干一点温暖的事

让家园更有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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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前，要先洗下头发，剪
的时候，要梳理一下……”这是
一堂特殊的理发培训课。3月16
日，在兖矿集团鲍店煤矿生活
区，金牌发艺师周国栋正教志愿
者们学习理发。而待她们出师
后，则要担负起给矿区行动不便
的老人们免费理发的任务。

给矿上的老人免费理发，
是这支服务队新增的服务项
目之一。从去年上半年起，随
着鲍店煤矿职工大量被外派
到省外参与对外开发，留守家
庭、空巢老人也越来越多。留
守妇女重活没法干，留守儿童
作业没人辅导，空巢老人起居
照顾和关怀都出现缺口……
这些事情谁来管？是摆在煤矿
转型期面前的一大难题。

“这事，矿上必须管，得让兄
弟们在外边干得放心，老人孩子
在家里舒心！”刘超是这一志愿
者组织的关键组织人，现任煤矿
离退休职工管理中心主任。他告

诉记者，在这一背景下，志愿者
招募行动悄然开始了，英雄榜一
贴，连他也没想到的是，没几天
就报了300多人。有刚大学毕业
的青年人，也有70多岁的老人，
有煤矿领导，也有普通职工……

“其实，我们今天是志愿者，明天
也可能就成了被帮扶的对象。”
志愿者王凤玲说，大家生活在一
个矿区，就如同一家人。

在一座被闲置的煤矿幼
儿园里，几间屋子被改造成了
志愿者之家。其中一面墙上，
全部贴满了志愿者的笑脸和
感言，每张笑脸背后都有一段
感人的故事。说起每个人的事
迹来，刘超如数家珍。退休老
人吕桂英一直坚持为煤矿工
人做鞋垫，前段时间还专门捐
出1300元钱购买米面油，放在
爱心超市里等待送给需要的
家庭；姜洁琪是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她每周都会为很多职
工家属进行心理辅导……

自从有了这支暖心行动
服务队，矿区充满了温暖。他
们将爱心化为行动，力所能
及地为职工群众做好事、办
实事、解难事，一次次贴心的
服务，在经济严冬中形成了
一股帮助人、激励人、凝聚人
的爱心暖流。

焦传荣老人是矿上的一
名职工家属，丈夫因病去世，
女儿一度在外打工，平时只
有她一人在家。由于只能依
靠低保金生活，她平时在家
常吃发霉的饭，屋里也脏乱
不堪。针对这一情况，巩晓梅
和12位志愿者组成一支小分
队，专门照顾老人。两个月间
他们就上门服务20多次。纱
窗坏了，他们修；房间混乱，
他们收拾；冰箱、煤气灶坏
了，他们找人修理；老人闷
了 ，他 们 陪 着 吃 饭 、聊 家
常……老人的生活慢慢变了
样，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变

化，但还是言语很少。
一天，老人因联系不上

女儿，激动之下喝下了“敌敌
畏”，正巧被前往服务的志愿
者巩晓梅发现后及时送医，
将她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
来。“这是她的心病。”巩晓梅
发现，老人一直希望女儿能
够回到身边。为了实现老人
的愿望，志愿者们通过QQ、
微信等渠道联系焦传荣的女
儿，通过视频，让焦传荣的女
儿了解母亲的现状和变化。

爱心有时也是会感染内
心的，焦传荣的女儿回来了，
母女俩的关系慢慢变得融洽，
焦传荣老人的脸上也有了笑
容。巩晓梅告诉记者，就在前
段时间，焦传荣的女儿带着男
朋友回家，还是他们陪着一起
吃的饭。在她出嫁时，志愿者
们帮着收拾闺房，送她出嫁，

“我们就是她的娘家人。”巩
晓梅说。

一件红色志愿者团
服，一次庄重宣誓，没有
报酬，他们却用行动温暖
着矿区的留守老人、妇女
和儿童……在兖矿集团
战略转移期，数以千计的
职工参与对外开发，给他
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许
多困难。在这一背景下，
一支由矿区326名志愿者
自发组成的“暖心行动志
愿者团队”悄然诞生。

3月30日下午，黄屯街道金
色嘉苑一所75平米楼房里，许
瑞志佝偻着身正在给病床上的
妻子喂水。怕烫到妻子，他反复
抿着杯中的水。房子里异常冷
清简陋，没有装修，只有两张旧
沙发和一台老式黑色电视机。

妻子邱元苓躺在病床上，
高位截瘫的她只有头部能动。

“没有丈夫的照顾，我可能早就
不在了……”。

那场改变家庭命运的横祸
发生在11年前。那年夏天，她打
零工在外伐木。7月份的一个下
午，在兖州兴隆庄附近的一个
工地，她和三个工人一块砍伐
一棵杨树。不幸的是，粗大的树
干倒下时，她躲闪不及，被击中

后当场昏迷。
在工地做小工的许瑞志听

说妻子出事后，立即赶往医院。
“在重症监控室门前，大夫说妻
子不行了，医院里连下了三次病
危通知。”许瑞志苦苦央求大夫，
说不惜一切代价给妻子看病。为
筹集治疗费用，花光积蓄的他
走亲访友，东拼西凑了10多万。

最终，在许瑞志的坚持下，
妻子保住了性命，留下了高位
截瘫。住院期间，大夫告诉他，
妻子最多活不过两年。“别人说
什么我都不信，只要我有口气，
就不会抛下她。”时年59岁的他
辞别工地打零工的生活，专职
在家照顾妻子。

妻子全身瘫痪，吃喝拉撒
都在床上，为了将她照顾好，许
瑞志一天三餐变着花样做给她

吃。为了防止妻子躺久了生褥
疮，每隔一两个小时他就给妻
子翻身，夜里通常也要起来五
六次。他还自学了按摩，每当闲
下来的时候，就守在床前给妻
子按摩。

在他的照顾下，妻子奇迹
般活了下来，而且气色越来越
好，心情也开朗了起来。许瑞志
十年如一日对妻子的细心照顾
也打动了周围的人，说起这件

事，邻居许修荣不停地竖拇指。
许瑞志出身军人，他19岁

在四川西昌入伍，当了8年铁道
兵，当兵期间和妻子结婚。“那时
与妻子聚少离多，家里都是妻子
打理，她病倒了，我不能放下
她。”。如今许瑞志已经70岁高
龄，还患上了肺炎和气管炎，“最
怕自己一病不起，妻子没人照
顾。”对于未来，他满怀忧虑。

11年前，妻子打工时意外被棵伐倒的大树击中，不幸高
位截瘫。面对医院连下三次病危通知，许瑞志坚持给妻子医
治。从此这个曾当了8年铁道兵的男人，专职守在病床前照顾
妻子。“只要我有口气，就不会抛下她。”如今70岁的许瑞志已
陪妻子默默走过11个年头。

妻子意外高位截瘫，丈夫辞掉工作照顾11年

““我我有有一一口口气气，，就就不不会会抛抛下下她她””

本报记者 马辉
本报通讯员 吴玉华

本报记者 苏洪印

寸步不离，病情逐渐好转

大树倒下，妻子不省人事

小家的事，矿上大家来管 女儿出嫁，志愿者当娘家人

许瑞志正在照顾病床上的妻子。本报记者 苏洪印 摄

雷锋理发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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