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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4点的狮城，还在酣睡。塞
纳左岸小区一户人家的灯光已经亮
起。

男主人陈兴珂蹑手蹑脚穿戴整
齐，轻轻关上门，驾车驶入沉沉夜色
中。

街上寂寥无人、路灯熹微。想着
此刻，伙伴刘仁旺也一定在路上，于
是加快了速度。他们每天奔赴的都是
同一方向：黄河路富强市场附近的

“爱心粥屋”，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
餐。

从去年 9月 26日他到这里来报
到，已经坚持了150多天——每天沐
着星辰，雨雪风霜也阻挡不了他的脚
步。

他和刘仁旺负责熬粥，所以来得
最早。小米粥、玉米粥、八宝粥，每
天都要熬三大锅，出五大桶。想着这
些粥可以让100多名环卫工人暖暖和
和地上街作业，他心里就溢满了快
乐，感觉浑身都是劲儿。

当热粥咕噜咕噜地冒着泡，粥香
也在屋子里弥漫开来时，冯金梅、张
荣华、李怡侠等 10余位志愿者也到
了。

蒸馒头的蒸馒头，切咸菜的切咸
菜，擦桌椅的擦桌椅，欢声笑语中，
这些快乐的红马甲穿梭在锅碗瓢勺之
间，像一团团火焰驱散着寒夜、迎接
着黎明。

晨曦微露，环卫工人也陆续而
来。等这些城市美容师安坐桌前、吃
上热气腾腾的饭时，陈兴珂和他的伙
伴们才会顾得上擦擦额头的汗，抑或
喝上口热水。

忙到7点，陈兴珂和其中两三位
志愿者就要先行离开了。他们大多还
都上着班，有的要去送孩子上学，有
的要赶着去单位工作。

陈兴珂是运河区黄河路社区的一
名中医，在运河小区门口设有门诊。
平时谁家有个头疼脑热的，他总是随
叫随到。

前几天，小区一位老人突然面色
苍白、大汗淋漓倒在地上，一家人顿
时慌了神。正要叫救护车时，忽然想
到了陈大夫。

电话打过去，两三分钟就到了。
一诊断，原来老人患的是低血糖，对

症处理完，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没到
医院兴师动众地折腾，一家人感激得
不知说什么好。

像这种突发状况，陈兴珂经常遇
到。许多居民也都知道小区门口有个
热心肠的大夫。

其实陈兴珂从小就特别乐于助
人，但正式走上公益之路却是在
2002年。

那一年他成为“博爱人生爱心
社”的一员。参加的第一次公益活动
是接送高考生，当时激动的心情时至
今日仍记忆犹新。用他的话讲就是

“终于找到组织了”。
从那以后，尊老敬老、捐资助

学、扶贫救灾、心理咨询、社区服
务、抗击疫情……只要是组织召唤，
只要有时间，他总是积极参与。渐渐
地，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个“个子不
高、能量满满”“天天乐呵呵”“小宇
宙”一样的陈兴珂。

后来，因为手机故障，所有的联
系方式都丢失了，他与爱心社失去了
联系。这时正好“沧州好人”王红心
带着母亲来社区看病，于是介绍他加
入了“沧州红心志愿服务协会”。

没多久，他与“博爱人生”又
恢复了联系。身处两个爱心团队的
他，更忙了。许多公益活动，都能
见到陈兴珂忙前忙后的身影。他也
因此荣获“沧州市最美志愿者”称
号。

做公益，一天、两天并不难，长
年累月、持之以恒，却不是件容易的
事。个中辛苦自不必说。

就拿前段时间的那场大雪来说
吧。知道会下大雪，他一夜没睡踏
实，3点就起来了。一出楼宇门，狂
风裹挟着雪片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
刺骨地冷。地上的雪已有半尺来厚，
他只得小心再小心，平时十几分钟的
路走了半个多小时。

到了粥屋，他一边忙，心里一边
犯嘀咕：“这么大的雪，肯定有来不
了的。”正想着，刘仁旺雪人一般推
门进来。刘哥家在北环，来粥屋要穿
越半个城啊。不知怎的，那一刻，他
的眼睛就湿润了。

不一会儿，赵永亮、冯会霞、徐
新等人也都来了。有开车的，有骑电
动车的，还有骑自行车的——昨天在
群里报名的十几人，一个不少！

每进来一个“雪人”，大家都不
由得欢呼一声，为同伴加油，也为自
己加油。

那天早上，雪很大，风很冷，路
很滑，但每个人都很开心。

说到这，兴珂笑了：“姐，一开
始你问我 20年公益路的感受，我没
回答，这回你知道了吧？平时我们老
说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确是这
样，做了好事，你心里就会充满喜悦
和满足。越高兴，就越想着继续做好
事。做公益，是会上瘾的。”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
席为沈阳部队某部因公牺牲的
英雄战士雷锋的题词“向雷锋
同志学习”在 《人民日报》 发
表。此后，全国广泛开展学习
雷锋的活动。几十年来，雷锋
的名字深深印在几代人的心
中，他的那些名言，至今闪烁
着智慧的光芒：“一滴水只有放
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
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
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
最有力量。”“人的生命是有限
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
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
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
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
螺丝钉……螺丝钉虽小，其作
用是不可估计的。我愿永远做
一颗螺丝钉。”……

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的一种积淀，是一种随着
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与时俱
进的精神。在“学雷锋纪念日”
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推出一组志
愿者的故事。他们中，有组织，
也有个人，有的在城市，有的在
农村。让我们走近他们，感受新
时代的雷锋精神，同时在这个特
殊的日子里，向他们道一声

“辛苦啦”。
杨金丽

走进青县流河镇人和镇村，志愿服务
队的义工们正在新落成的孝老食堂忙碌
着。59岁的张金玉快人快语：“咱村这么
好，哪一项没有咱服务队的功劳？走在村
里，一想到这些，俺心里可美呢！”

2016年 1月 1日，人和镇村志愿服务
队成立。人和镇村的村风村貌也从那时候
悄然改变。老旧民居改头换面，村子越来
越整洁漂亮，村风越来越和谐，节俭新风
压倒浮华之气，孝文化和义工精神无缝衔
接，并深入到村民们心里，大家都以身为
志愿者、身为人和镇村民而光荣……

6年时间，这支由村“两委”和普通
村民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彻底改变了整个
村子。

移风易俗，衍生出志愿服务队

人和镇村是个有 32个姓氏、哪个姓
氏跟哪个姓氏都没有血缘关系的运河村
庄。清末，这附近建马厂兵营，天南海北

的买卖人来此聚居，渐成村落，形成了以
和为贵的村风，因此定名“人和镇村”。
100多年来，村子里就有和睦友善的传统。

时光到了 2016年 1月 1日，村里成立
红白理事会，下决心根除白事大操大办的
陋习。

“那时候，一场白事办下来，要请吹
鼓手道爷和一条龙，一般人家要花三五万
元，谁家摊上，都是个大负担。大伙儿都
觉得应该改，可谁也不敢第一个改。红
白理事会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理
事会会长、村党支部书记胡宗权说，他
们的出发点是，移风易俗，丧事简办，
为大伙儿省钱。为此，他们出台了一系
列的规章制度：取消宴席，不上烟酒，
不请一条龙、演出和道爷鼓手，全部环
节由理事会成员负责，不用主家操一点儿
心。他们分成账房组、厨房组、扯孝组、
采购组、灵前执事组等各小组，置办了从
锅碗瓢盆、灵棚席棚，到白烛白布等一应
物品，事无巨细。因为环节多，需要的人

手多，光靠村“两委”班子不行，他们就
动员村民自愿参加，志愿服务队由此建
立。

在运河西岸居住的一位老人去世了。
得到消息后，他们带着一应物资，从河东
赶往河西。主家正手足无措时，他们迅速
就位，搭灵棚、扯孝、设账房、建临时厨
房……村里家家户户都赶来帮忙。子女至
亲穿孝服，普通吊唁的戴白花，取消宴
席，只做一荤一素两个菜，却干净卫生
……白事办得既节俭文明又排场体面。办
完事，能继续使用的物品，交到理事会，
连穿过的孝衣、孝布都清洗干净，收回下
次再用。花费不高，主家非常满意，连连
致谢，移风易俗的当头炮就这样打响了。

从那以后，人和镇村有了这样一段顺
口溜：“丧事不喝酒，孝衣归公有，歌舞
鞭炮全不要，遇事就带两只手。”

几场白事办下来，志愿服务队得到了
锻炼，成了一支反应迅速、充满热情、能
打硬仗的团队。

拆迁拆违，助力乡村振兴

从乡里乡亲能帮忙就帮忙的朴素想
法，到参与村里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志
愿服务队发挥了更大作用。

“你看那当兵的集合吗？好家伙，比
那还快呢！”说起志愿服务队为村里工作
出义工的情景，张金玉一句话，引起了大
家的笑声。笑过后，大家都说：“对！
对！真的这样！定好几点几分哪里集合，
我们一准儿提前到位！”

参与村里的拆迁拆违工作、美丽庭院
建设、除草、打扫卫生、种花浇树……无
论干什么，志愿服务队都走在了前面。人
和镇村有不少人在外做生意，拆迁拆违
时，回不了家。在经过主家同意的情况
下，服务队帮着拆迁、整理。还有一些村

民，长年不住在村里，房前门口栽种的花
草树木无人管理。他们就帮着浇花浇树，
为此还搭进不少水费。看着村里环境越来
越好，大家的成就感也越来越强。

采访过不少村，人和镇村不是最漂亮
的，却是好感度最高的。原因是村里的卫
生间太干净了。一问之下才知道，这是服
务队义工李秀岩义务打扫的。问他，他憨
憨地笑：“俺家离得近嘛，打扫打扫也不
费啥劲。”

正是大家一点一滴的付出，村子才变
得越来越美。

孝老光荣，义工更光荣

2020年入冬，在一次次入户调查中，
村“两委”发现了村中老人吃饭凑合的问
题。能不能发挥服务队的作用，解决老人
们的吃饭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青
县首个孝老食堂在人和镇村成立了。

67岁的姚秀香是服务队的志愿者，也
是孝老食堂的义工。每天，她都早早起
床，到孝老食堂为老人们烹制一日三餐。

“孝顺老人就是善待以后的自己。”她说。
孝老食堂开办前，她的主要任务是给家人
做饭、送孙女上学。自从来到孝老食堂，
家里的事基本上就放手不管了。“孙女去
了小饭桌，每天给老人们做饭，和大伙儿
在一起，付出爱心，自己也特别快乐。”
她高兴地说。

在孝老食堂做饭的，都是服务队的义
工们。他们轮流排班，在最普通的岗位上
奉献着爱心。服务队也由最初的 30多人
发展到80多人，很多年轻人都加入进来。

今年春节期间，人和镇村的孝老食堂
上了央视《新闻联播》《晚间新闻》，最近
又获得沧州市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的称号，
大家都乐开了花：“孝老光荣，义工更光
荣，咱们还得继续加油好好干！”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工作之余，王玉智开始忙碌了
起来。

资助的孩子们最近情况怎么样？学费都落实了吗？
生活上还有什么实际困难？……一个个诚恳关切的电
话，一条条热情洋溢的微信，温暖着受助孩子们的心。
王玉智忙碌着，也快乐着，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对她
来说，每个受助孩子的背后，都有一段难忘的故事。

看见他们，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王玉智是沧州水文勘测研究中心的一名技术人员。
2014年，她加入博爱人生爱心社，从此与助学活动结
下不解之缘。

“看到现在的孩子们，我总是想起自己的童年。”王
玉智说。6岁时，她的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长
大。她是老幺，哥哥姐姐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继续学
业，母亲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她身上。那时，家里条
件困难，可无论多难，她都咬紧牙关努力学习，最终考
上了理想的学校。

小芳走进她的世界，是从一次家访开始的。当时，
勤快、懂事的小芳一下子吸引了王玉智的目光。她的父
亲肢体残疾，母亲智障，家里虽然很简陋，却收拾得干
干净净。小芳父亲开始担心会给女儿造成心理负担，不
愿接受捐助。王玉智和伙伴们一次次做工作，最终和小
芳结成了对子。从那以后，王玉智把她当成了闺女，不
仅提供助学款，还呵护着她每一步的成长。小芳在与王
玉智的接触中，感受到母爱的光芒和温暖的力量。慢慢
的，她变得乐观开朗起来，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2020
年，她考入沧州师范学院。开学前，王玉智带她到商场
选购了各种生活、学习用品，其中包括女孩子的日用
品，吃完饭便送她回家。看到这一幕，小芳爸爸感动地
掉下了眼泪。小芳在大学表现非常优秀，不仅担任班干
部、积极参加各种活动，还被评为“三好学生”，获得
了“励志奖学金”等。

从自卑到自强，改变从此开始

几年助学活动，王玉智见过太多的人生百态、苦辣
酸甜，也更深地体会到助学活动的意义与价值。

生在贫困家庭的孩子，要承受原生家庭的种种现
状：有的父母双亡，有的是单亲家庭，有的从小看着亲
人饱受疾病困扰……小小年纪的他们，在面对家庭不幸
的同时，还不得不承受某些人的嘲讽和冷眼。在这样的
环境下长大，他们大多自卑、胆怯。怎么给他们的生活
带去阳光，是王玉智和助学者们面临的最大难题。

2017年，王玉智作为主力参与到爱心社的助学夏
令营中。这是一个颇耗心力的助学公益活动：把爱心社
资助的孩子们集合起来参加夏令营，为他们安排丰富多
彩的活动，给他们鼓劲加油……翻看每次夏令营的照
片，王玉智最深的感受是：开始，孩子们表情淡漠、拘
谨；慢慢的，他们的脸上有了笑容；到最后，笑容越来
越灿烂，越来越自信……改变，也在这润物无声的爱的
抚慰下，慢慢开始了。

“让我们欣慰的是，因为我们的陪伴，每个受助孩
子现在都阳光快乐。”王玉智自豪地说。

让爱传递，博爱善行温暖人心

采访中，印象最深的是王玉智的笑：笑起来，眉毛
弯弯的，嘴角上扬，有一种爱的光芒。

她说，这可能得益于几年来的公益之行。每天几乎
都在付出着，快乐着，内心充盈而丰富，脸上的表情自
然而然是舒畅宽泰安详温暖的。

多年来，他们为贫困学子做了很多很多：帮助几近
失聪的女孩两次进行手术，为装不起取暖设备的小姐妹
筹集善款安装暖气……让人感动的不仅是这些孩子们心
目中的大事，还有很多小细节：为小华家送东西时，考
虑到小华住校，王玉智专门给她准备了一床新被子、床
罩，还有一条毛巾被；还有那她亲自做的、盛在电饭锅
里、冒着腾腾热气的红烧肉……

助学路上，她总是告诉孩子们：“我们付出不求回
报，只希望你们能改变自己、改变家庭，对社会有益，
如果再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就更好了。”

“现在的我是博爱的小树苗，以后的我会是一棵大
树，为博爱遮风挡雨。”受助女孩儿小荣说。

几年过去了，当初受助的孩子们，有的已长大成
人，走向社会。他们以爱回报爱，接过爱的接力棒：有
的成为冬奥会志愿者，有的主动参与到爱心粥屋、志愿
服务活动中来。

辛苦了辛苦了
志愿者志愿者

王玉智王玉智：：
助学中感受爱之光助学中感受爱之光
本报记者 杨金丽

陈陈兴珂兴珂：：做公益会上瘾做公益会上瘾
本报记者 周红红

一支服务队改变一个村一支服务队改变一个村
本报记者 杨金丽

策划：周红红

摄影：魏志广““学雷锋月学雷锋月””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忙碌中的陈兴珂忙碌中的陈兴珂（（中中））

公益人永远笑意盈盈

为老人们做好饭为老人们做好饭、、盛好饭盛好饭，，送到他们面前送到他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