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15日清晨 6时，沧州红心志愿服务

协会的志愿者于富伟、韩立艳和协会发起人

王红心，带着 77岁的沧县崔尔庄镇北村村民

郑玉仁，驱车 1500多公里，赶赴湖北，只为

了却老人的心愿——与他的养女郑玲玲团聚。

像这样的事，在沧州红心志愿服务协会

还有很多。

自 2010 年 9 月成立以来，服务协会以

“奉献爱心 播种希望”为宗旨，组织助残、

义诊、扶贫、助学等活动千余次，结成帮扶

对子800个，为众多需要帮助的人送去了关怀

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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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小区““管家管家””周新卫周新卫
赵玉洁 田海燕

工行沧州分行退休职工周新卫，
2021年当选工行小区业委会主任。退
休不褪色的他在日常生活中助人为乐，
热心为小区居民服务，赢得了邻居们的
广泛称赞。

老旧小区改造期间，施工方找到
他：“周师傅，您看咱们马上要铺路面
了，可是二号楼前的那棵果树碍事，咱
们得先把树锯掉，不然铺路的设备进不
来”。周新卫听后，先去果树主人家做
思想工作，征得同意后，周新卫二话不
说回家拿来工具自己干起来。为了不影
响小区改造进度，他中午顶着烈日连续
锯了两个小时。

三号楼二单元老李家，想趁着小区
改造的机会换一下水管，可是自己弄了
半天也没换好。周新卫路过看到，回家
拿来工具，帮他把已经锈蚀的铁管换成
了PVC管。

“周师傅，我老伴儿该去镶牙了，可
咱们小区正在改造出不去，您给想想办
法。”住在二号楼一单元的孙阿姨，老
伴儿行动不便，出入靠轮椅。老旧小
区改造过程中，院内崎岖不平，老人
无法出行。周新卫知道后，带着几名
热心居民把老人连人带轮椅抬出小区
院子，并且商定好时间，又把老人安
全送回家。

就这样，周新卫整日在小区里忙碌
着，就像大管家一样，穿梭在楼群中，
耐心帮左邻右舍处理着琐碎的日常事
务。

“周哥，辛苦了！”“给周师傅点赞！”
“我们给周爷爷点个大大的赞！”……

居民微信群里，满屏的“大拇指”
让周新卫感到所有的辛苦付出都得到了
认可。

““小钱小钱””大爱助梦圆大爱助梦圆
本报记者 赵玉洁

“阿姨，我能叫您妈妈吗?”

手捧“红心”点亮希望
——沧州红心志愿服务协会的温情故事
本报记者 赵玉洁

本报讯（记者赵玉洁）疫情虽然阻
挡了上学的脚步，但挡不住亲子共读的
热情。上周末，在沧州市解放路小学低
年级云端亲子读书会上，爸爸妈妈们放
下手机，和孩子共同阅读，营造出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家庭氛围。

一年级共读了绘本《月亮的味道》。
视频连线让大家不仅闻其声，更能见其
面。孩子们在故事中了解到月亮变化的
秘密，懂得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朴素
道理，更在充满丰富想象的写写画画
中，讲述着自己创编的精彩绘本故事。

二年级共读了绘本《你看起来好像
很好吃》。学生和家长在表演中深深体
会到了“爱是相互的”。当大家看到平
时收集的照片和视频中自己的身影时，
那些亲子之间、师生之间以及社会人士
对孩子们无私奉献的大爱场面，再次在
大家的脑海中浮现，孩子们在这饱含温
情的氛围中，更深刻地体会到爱要传递
的意义。

亲子读书会上，有趣的活动设计和
激烈的团队竞赛令孩子们热情高涨，大
家争先恐后地表达自己独特的阅读感
受。有的孩子还对书中故事进行了二次
创作，丰富的想象力和鲜活的表达令大
家叹为观止。最可贵的是，家长们也放
下手中忙碌的工作，和孩子们一起入情
入境地表演书中的精彩片段，一起享受
着快乐的亲子阅读时光。

市解放路小学市解放路小学

云端相云端相聚品书香聚品书香
亲子共亲子共读助成长读助成长

“老的哥”捧起“存钱罐”

“收到‘墨香姐’爱心红包6元，存钱
罐助学金为8576元；收到凑整爱心红
包4元，存钱罐助学金为8580元……”

11月 17日上午，沧州网友“老的
哥”正忙着在微信上统计“沧州市存钱
罐公益助学群”当天早晨收到的爱心
红包。每收一个红包，他都会在群里
实时更新一下爱心款的数额。

“老的哥”名叫孙志强，今年 53
岁，曾经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现在沧
州职业技术学院工作。十多年来，他
热心公益事业。沧州蓝天救援队、阳
光爱心社、博爱人生等公益组织，都
活跃着他的身影。

在参与公益活动过程中，孙志强
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社会上绝大多
数都是普通人，很难一下子拿出很多
钱来做公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公益与
普通人无缘。公益的灵魂和生命恰恰
在于众多普通人的坚持，以唤醒更多
人的公益意识。集合起大家的力量，
公益才能成为“有源之水”。

孙志强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因此他格外关注贫困学生的信息，希
望能帮助更多家境贫困的学生继续学
业，圆梦大学。

为此，2015年6月，秉承着“涓
涓溪流汇成河，众人拾柴火焰高”的
理念，孙志强在QQ上创立了“沧州
市存钱罐公益助学群”。当时，QQ群

里流行发红包，于是，发红包就成了
爱心志愿者们往“存钱罐”里“存
钱”的主要方式。

一年以后，微信红包越来越普
及，“沧州市存钱罐公益助学群”又
从QQ转到了微信上。

“助”“凑”“退”……红包上的
备注引起了记者的好奇。孙志强解释
说，最初，群里经常有抢错红包的情
况。但志愿者们发现自己抢错了，就
会主动归还，有的还会加倍发个红
包。一次，一位名叫“一路顺风”的
志愿者错抢了别人发的 5元助学红
包，他立刻补发了两个5元红包，第
一个备注了“退”字，第二个备注了

“助”字。从那之后，大家再发红包
时，都不约而同地备注“助”或“助
学”，此后抢错红包的事情也越来越
少。有一次，孙志强发现有一个红包
上写了“凑”字，打开一看，是一个
1.12元的红包。原来，很多志愿者会
往群里发八角八分、六角六分等金额
的红包，助学金就会出现零头，志愿
者发个“凑”字红包，就是想为助学
金凑个整。

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钱”，
一点一滴汇成涓涓细流，继而化作爱
的暖流，先后帮助 39名贫困学子走
进了大学校园。

倾囊相助爱心接力

在爱心志愿者的积极参与下，

“沧州市存钱罐公益助学群”在刚刚
成立两个月时，就积攒下 6000余元
助学金。

那一年，大家在沧县走访时了解
到，学子小铭（化名）考上了一所一
本院校，可他的奶奶双目失明，妈妈
患病多年，家庭十分贫困，小铭的学
费成了一家人的难题。

经过沟通，大家一致同意将“存
钱罐”里的钱全部捐给小铭。就这样
小铭成为“沧州市存钱罐公益助学
群”资助的第一个贫困学生。

令志愿者们倍感欣慰的是，小铭
不仅顺利步入了大学，而且在4年后
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地质大学的硕
士研究生。

除了每年助学季掏空“存钱
罐”，爱心募捐在群里也时常会进行。

有一次，在对受助女孩儿小莉
（化名）回访时，志愿者们发现，小
莉的妈妈患了重病，这对原本贫困的
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志愿者
们随即在群内发起募捐，你出 100
元，他出200元，很快就为小莉妈妈
募集到了6000元医药费。

孙志强说，在爱心募捐时，不仅
志愿者们积极参与，一些以前受过资
助的学生知道后，也纷纷捐出自己勤
工俭学的钱，献上一份爱心。

顶着酷暑送钱忙

每年暑假，都是孙志强和爱心志

愿者们最忙的时候。7月份，要征集
贫困高考考生线索，并走访核查确
定。8月份，就要把助学金送到贫困
学子手中。

今年，自6月底起，孙志强和志
愿者们就开始通过微信群以及朋友圈
征集贫困大学生的信息。经过调查核
实，最终确定了 10名家境贫困的准
大学生，每人资助3000元。

8月17日，他们又开始了风风火
火的“送钱”上门行动。

大家来到渤海新区黄骅市的小雨
（化名）家中，一进门就被满墙的奖
状吸引住了。在这个简朴的家中，没
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密密麻麻、整整
齐齐贴满奖状的墙，成了家中最抢眼
的地方。自 10年前父母离异，小雨
就一直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妈妈靠打
零工供小雨上学。小雨妈妈欣慰地告
诉大家，虽然独自带孩子很苦，但小
雨很懂事，从来都不跟她要吃要喝，
而是埋头读书。每次考试，孩子都会
拿回奖状，作为礼物送给她。后来，
奖状越攒越多，妈妈就把它们整齐地
贴到墙上，直到小雨高考结束，上百
张奖状贴满了一整面墙。

今年，小雨以567分的成绩被河
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录取。

当大家把 3000元助学金交到小
雨手中时，这个爱笑的姑娘再也忍不
住，泪水夺眶而出。

3天时间，10多名爱心志愿者辗
转盐山、泊头、沧县以及渤海新区黄

骅市，共送出 9份饱含爱意的助学
金。而其中一份助学金，居然没送出
去。

原来，在送助学金的路上，孙
志强收到了其中一名学子发来的信
息：“您好，我刚刚才知道，妈妈为
我申请了特困资助。衷心谢谢您！
我了解了一下‘存钱罐公益助学群’
的事迹，知道这些助学金是叔叔阿
姨们一点点凑起来的。现在，在政
府的帮助下，我家的压力已经减轻
了不少。我也了解了学校的政策，
提交相关证明就可以免除学费和住
宿费，还有生活补助。到学校后我
还可以勤工俭学供自己读书。我觉
得和那些受资助的人比起来，我的
条件不是最艰苦的，如果我接受这
些钱，会受之有愧。希望您能把这
些钱送给更需要的人……”

大家被这个自强自立的孩子感动
了，决定尊重她的意愿，把这 3000
元钱留在“存钱罐”里，给更需要的
孩子。

市运河区市运河区

““11++66+X+X””
掀起线上宣讲热掀起线上宣讲热

本报讯 （记者赵玉洁 通讯员杨
洋）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运河区组建了以运河区委宣讲团为
核心，以专家学者、“运河力量”、“运河
好人”、青年志愿者、文艺志愿者、邻里
志愿者为主体，以辖区红色宣讲员为成
员的“1+6+X”宣讲队伍，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激励
全区党员干部群众踔厉奋发。

宣讲员们线上集结，同备课、共分
享，以大讲座、小微宣，沉浸式、短视频
等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全区各单位、
街镇、园区、“两新”组织等开展宣讲。
来自7所大学的15名返乡大学生组建了一
支社会实践队伍。他们结合自身特长，深
入学校开展线上宣讲，用活泼生动的语言
为孩子们送上青春宣言，引领学生坚定不
移跟党走，立志争做好青年。

12月底前，运河区还将通过讲师
团、青年力量等宣讲方式，实现全区单
位宣讲全覆盖。兰香、武春章等来自各
行各业的近百名宣讲骨干，将深耕线上
微宣讲，通过直播互动、场内场外联
动，让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千家万户。

一元、两元，甚至几角、几分……就是靠着这样一点一滴汇成涓涓细流，再化作爱的暖
流。7年来，“ 沧州市存钱罐公益助学群”先后资助39名贫困学生，金额达15万元——

“妈妈，谢谢您！”在婚礼现场，
新娘乜福力刚一开口，眼泪就止不住
地往下掉。

“福力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孩
子。希望她生活幸福、美满，小两口

和和美美……”今年上半年的一天，
在盐山县边务镇大边务村，沧州红心
志愿服务协会发起人王红心作为娘家
人，为新人送上美好祝福。

乜福力和弟弟乜树长、乜树根是
孟村回族自治县辛店镇小李庄村人。
兄弟俩一出生，两只手的中指、无名
指、小拇指就粘连在一起，指间长着
一层厚厚的膜，犹如小小的“鸭掌”。

两个弟弟患有怪病，乜福力小小
年纪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2010年，13岁的乜福力不得不
离开心爱的校园，到处打零工给弟
弟们攒“治病钱”。

那年冬天，乜福力第一次见到
了王红心。“我觉得这个阿姨特别和
蔼，像妈妈。”乜福力说。

王红心为乜树长和乜树根联系了
医院，并帮忙办理了入院手续。接下
来的几年里，乜树长和乜树根先后几
次接受手术治疗。王红心东奔西走为
兄弟俩募捐，帮他们解决医疗费和上
学的问题。乜福力也重返校园。

“阿姨，以后我能叫您妈妈吗?”乜
福力充满期待地说。王红心爽快答应
了。

从此，姐弟三人成了王红心难舍
的牵挂。

康复训练营里燃起希望之光

“此次康复训练营是以提升生
活质量、提高自理能力、树立阳光
心态为目的，兼具体能和实践的综
合素质康复训练，希望大家树立安
全自护意识，敢于挑战自我极限，
全身心地投入到康复训练中，燃起
生活‘希望之光’。”

今年 6月 26日，由沧州红心志
愿服务协会组织的首期“希望之光
康复训练营”，在沧州中西医结合

医院康复院区正式开营。
15名脊髓损伤患者在为期一周

的时间里，接受了由专业医护人员
和康复师提供的生活重建康复训
练，包括重建生活能力，增强社会
适应能力，进行体能训练、知识培
训、心理辅导等。

杨建军本是一名人民警察，
2004年因意外事故导致脊髓损伤。
多年来，低落、沮丧的情绪始终伴

随着他，平日里他连门都很少出。
在训练营中，他不仅学到了科学的
康复训练方法，更重要的是，结识
了很多朋友。大家相互关心、相互
激励，使杨建军的心态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

如今的他，说自己正如一首歌
里唱的：“就算生活，给我无尽的
苦痛折磨，我还是，觉得幸福更
多！”

不遗余力走访老兵留史料

“阻击那些骑兵，我们就是靠
这两条腿跑过他们。后来双方到了
沙河才交手，直到把骑兵团全部消
灭……”90岁老兵朱增军在家中为
志愿者们生动描述战争年代，战友
们为了和平浴血奋战的亲身经历。
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被革命前辈高

尚的爱国情操和不畏强敌、舍身为
国的精神所震撼和激励。

今年4月30日至7月底，沧州红
心志愿服务协会联合沧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发起“百名老兵大走访”活动。

60 多位志愿者走遍了沧县 19
个乡镇的91个村庄，寻找当地参加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
争的老战士，聆听、记录、整理老
兵口述的革命历史故事，采集革命
前辈的影像资料，收录老人们对青
年一代的寄语，保存红色印记、接
受红色教育洗礼，为传承红色革命
精神不遗余力。

志愿者聆听老兵讲述战斗故事志愿者聆听老兵讲述战斗故事（（资料片资料片））

爱心志愿者为学子送上助学金爱心志愿者为学子送上助学金（（资料片资料片））

王红心为新人送上祝福（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