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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沧州十大新闻人物回访“““孤困儿童服务协会孤困儿童服务协会孤困儿童服务协会”””的志愿者们的志愿者们的志愿者们

用真诚的爱去陪伴用真诚的爱去陪伴用真诚的爱去陪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金丽杨金丽

在任丘市青塔乡天门口村，
提起赵树谦，绝大多数村民都认
识：“知道！老赵是非遗传承人，
大鼓敲得好，剪纸也剪得好，是
我们村的非遗文化形象代言人！
可有故事啦！”

一头银发的赵树谦，身板挺
直，目光矍铄。他敲起大鼓来，
铿锵有力，激情澎湃，那上下翻
飞的鼓槌，遒劲有力的身姿，依
然透着力与美。而一旦坐在桌
前，拿起剪刀和红纸，他一下子
安静下来，身体自然而然地松弛
下来，双眼紧盯剪刀和红纸，不
戴花镜，手随心而剪，不一会儿
就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

“我从小就喜欢大鼓和剪纸，
这两样一动一静，一武一文，陪
我走过了大半生。平生有它们作
伴，乐在其中！”赵树谦说。

一

赵树谦的妈妈是村里有名的
巧娘，她的剪纸作品闻名十里八
乡。 赵 树 谦 从 小 跟 在 妈 妈 身

后，也不自禁地拿起剪刀，亦步
亦趋地学上了剪纸。小男孩儿鲜
有赵树谦这样的定力，只要一拿
起剪刀，剪上一两个小时是常
有的事——他是真爱剪纸呀！可
到了大鼓队，玩起大鼓来，赵树
谦就像变了个人似的，那活跃劲
儿，别的孩子竟没几个比得上的。

在大鼓与剪纸的双重熏陶
下，赵树谦长大了。他不仅继承
了妈妈的剪纸手艺，敲大鼓也初
露峥嵘。慢慢地，他成了村里大
鼓队的骨干。每年春节后的大鼓
表演，他都是主力，为村里争了
不少荣光。

时间进入到 1995年，很多年
轻的村民出去打工，大鼓队渐渐
出现了老龄化的趋势。怎么办？
赵树谦想到了留守村中的妇女。

“干脆，成立巾帼大鼓队！”赵树
谦说干就干，那年春节，天门口
村巾帼大鼓队在任丘大鼓会上一
亮相，立即惊艳全场：清一色的
女鼓手、红衣服，上下翻飞、花
样百出的鼓槌，令所有观众眼前

一亮。

二

赵树谦组建的巾帼女子大鼓
队，为任丘大鼓开创了另一番天
地。从此，大鼓队出现了娘子
军，力拔山兮的威武之外，多了
一份挺拔清丽的妩媚。

与此同时，赵树谦与任丘文
化馆负责人金洁相识了。

2006年，任丘大鼓成为省级
非遗。而此时的任丘大鼓在传承
上也面临诸多问题：鼓手年龄偏
大、各村的鼓谱版本不同，不利
于传播、缺乏审美性……金洁决
定解决这些问题，他急需一名有
爱心、懂大鼓、能协助他开展工
作的得力干将。他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赵树谦。

“没问题！”赵树谦斩钉截铁
地回答，让金洁吃了一颗定心丸。

赵树谦懂声乐，他将不同版
本的鼓谱统一下来，为大鼓传承
立下首功；他组建巾帼女子大鼓
队的经验，在各村推广后，解决

了鼓手年龄偏大的问题；此后，
他又协助金洁，与音乐、舞蹈等
老师合作，提升了任丘大鼓整体
美感……2012年，任丘创建公益
文化百姓讲堂，只要是讲任丘大
鼓，赵树谦就从村里赶到任丘市
区，义务推广大鼓知识。

三

在传播任丘大鼓的同时，赵
树谦一直没放下剪纸。经过几十
年努力，他在传统技艺上增加新
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剪纸
风格。他创作的大型剪纸《中国
梦》，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还
被选送到沧州市群艺馆展出。

2020年，天门口剪纸入选任
丘市第4批县市级非遗保护项目名
录，赵树谦成为天门口剪纸的非
遗传承人。2021年，他的两幅剪
纸作品被河北省群艺馆收藏。

既精通任丘大鼓，又熟稔剪
纸艺术，赵树谦成了双料非遗传
承人，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任
丘市文化馆及当地多个社区、单

位、学校等纷纷邀请他进行公益
讲座。只要有时间，他一概慨然
应允，为此骑坏了好几辆电动
车。他是普通庄稼人，也心疼
呀！可一想到可以推广大鼓和剪
纸，他又觉得值。

如今，在他的影响下，女儿
也学会了任丘大鼓。女儿在幼儿
园工作，不仅自己练，还教孩子
们学大鼓。如今，天门口村的小
朋友几乎人人都会敲大鼓。他在
村里开了剪纸兴趣班，每周都固
定时间给孩子们上课，剪纸技艺
也在一点点传承。

刚过去的春节，他从一进了
腊月就开始忙。剪纸是新年最好
的装点，一年一度的大鼓会更是
不能耽误。“充实、快乐，这样的
日子有劲头！”老人哈哈大笑。

既精通任丘大鼓既精通任丘大鼓 又熟稔剪纸艺术又熟稔剪纸艺术

任丘老农赵树谦任丘老农赵树谦 双料非遗传承人双料非遗传承人
本报记者 杨金丽

“参加《沧州日报》 2023年度十大新闻人
物评选活动，让我重新拥有了娘家人，比过去
更多的娘家人。”几天前，在回访 2023年度十
大新闻人物时，获奖人张倩动情地说出了这句
话。

30岁的张倩是肃宁县窝北镇刘家疃村人。
她从小和父亲张元杏相依为命，曾在最困难的
时候得到过志愿者的帮助。2013年，为把爱心
传递下去，张元杏成为肃宁县爱心公益协会第
175号志愿者，并组织成立肃宁县爱心公益协
会金手指寻人微信群，担任首任管理员。

成为志愿者后，张元杏像上足了发条的时
钟，哪怕身患癌症，也 24小时在线，凡事以帮
助他人为先。2018年，张元杏因病去世，女儿
张倩接力成为肃宁县爱心公益协会第175号志愿
者、金手指寻人微信群第二任管理员。6年时
间，这对父女先后帮助100余位走失者找到回家
的路，织就了一张遍布全县几乎所有村子的公益
寻人网。2023 年 10 月 12 日，《沧州日报》 以
《重启志愿者编号“175”》为题，报道了这对父
女的故事。

在张倩心里，一直有个痛：“自从爸爸去
世后，我就没有娘家人了。”去年 12月，2023
年度沧州十大新闻人物评选启动，网络投票是
众多评选标准之一，这再一次触动了张倩的
心。

可让张倩没有想到的是，刘家疃村的乡亲们
在得知她入围评选的消息后，不仅主动为她投
票，还向身边人宣讲她和父亲的事迹。“那段时
间，乡亲们纷纷打来电话，就为说一句，‘放
心，咱村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你的娘家人’。”
张倩回忆说。

最终，张倩成功当选 2023年度沧州“十大
新闻人物”。“2023年，我收获满满，被《沧州
日报》报道后，又接连得到了《沧州晚报》以及
省媒、央媒的采访。”张倩说，很多人因此认识
了她。

如今，张倩也带着她的家人走进了爱心公益
协会的大家庭，她的丈夫和孩子经常和她一起参
加公益活动。“我儿子学会了主动帮助身边需要
帮助的人。在他眼里，妈妈是‘十大新闻人物’，
是他的骄傲！希望我能带着父亲的期许，和我
的家人们一起，在公益路上一路走下去！”张
倩说。

张张倩倩：：

有了更多娘家人有了更多娘家人
本报记者 张智超

“父亲去世 3 个多月了，还能获得这个荣
誉，谢谢大家的认可。”提及父亲张洪瑞获评
2023年度沧州十大新闻人物，张勇有些激动，
他代表家人表示感谢，沧州十大新闻人物这个荣
誉是人们对张洪瑞的追思和缅怀。

张洪瑞“传奇”的一生，早已被人熟知。做
过会计、干过屠宰工、当过村里生产队队长……
做人真诚、做事用心的为人处事之道，让他在各
行各业都做得十分出色。

1984年，响应国家“农民进城经商”的政
策号召，他带领十几个农民兄弟，贷款 17 万
元，创办了信誉楼。近 40年来，张洪瑞将“切
实为他人着想”的诚信经营理念贯穿经营各个
环节。正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
化，在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同时切实为他人着
想”这种最朴素、最归真的商道，让信誉楼从
营业面积 280平方米的小卖场，发展为拥有 43
家连锁门店、4万名员工的大型百货集团，企
业文化浸润人心，影响了商业业态，树立了商
业标杆。

2023年 10月 7日，张洪瑞走完了他不平凡
的一生。遗体告别当日，渤海新区黄骅市殡仪馆
告别大厅里，数百人从全国各地自发赶来吊唁，
向这位“骅商”领袖表达敬意。

转眼间，3个多月时间已过，张洪瑞的家人
时常想起他，觉得家里仍有他的气息在，“有时
候我们聊天，说到一件事，就会想到父亲，忘不
了他的音容笑貌和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张勇
说，父亲给他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
是真诚、节俭、乐观的品质，如润物细无声的春
雨般浸润着他们的心灵。

“我20岁从沧州财贸学校毕业就进入了信誉
楼工作，老董事长于我而言，更像是恩师。”刘
建从基层导购员干起，如今是石家庄区域总经
理。他说，最难忘的是老董事长每个月和他们开
展座谈，指导工作、关注成长，老董事长的言行
举止，对他们影响至今。

最近，信誉楼正在筹备建设信誉楼文化研
究会和张洪瑞纪念馆，张洪瑞的生前好友郑祖
池听闻，十分欣慰。他说，信誉楼文化研究会
和张洪瑞纪念馆，不仅仅是对张洪瑞的缅怀、
追思和纪念，而是将张洪瑞精神具象化、立体
化、动态化。张洪瑞践行着“敬天、益人、悦
己”的理念做人、经商，他仿佛一束光，照耀
了无数人。

如今，斯人虽已逝，但精神犹在，如汩汩流
淌的溪流，给后人心灵以洗涤。

张张洪瑞洪瑞：：

留下的财富是精神留下的财富是精神
本报记者 康学翠

前几天晚上8点，志愿者张浩
刚吃过晚饭，就接到了电话：“浩
哥，小强姥姥刚来电话说，小强
一早离家出走，现在还没回来。
他姥姥急死了，担心孩子穿得
少，在外边冻坏了……”

“别着急，我们马上行动！”
张浩说完，换上鞋子、穿上棉
衣就往外走。边走边给志愿者
刘铭打电话：“小强走失了，赶
紧在群里发信息，发动大家一起
找……”

当晚，沧州市手牵手孤困儿
童心理辅导志愿服务协会（以下
简称“孤困儿童服务协会”） 7名
志愿者找了市区多个街巷、医
院、商场、车站等所能想到的地
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夜
色中，他们顶着凛冽的寒风找了
整整5个小时！最后在一家游戏厅
找到了小强。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大家像
超人。”张浩感慨。其实他们都是
普通人：有 61岁刚刚退休不久的
老干部，也有老师、下岗职工、
自由职业者……这一晚的寻找，
也仅仅是他们帮扶孤困儿童路上
的一个小小缩影。

这个群体里，各种爱心故事
不断涌现。他们是沧州这座城市
最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善举宛
若三月的春风，不仅温暖了小强
一家、温暖了那个寒冷的春夜，
也温暖了这座城市。

敲一扇门，开一扇窗

志愿者们第一次走进 13岁女
孩儿小雨家时，她的姑姑正在悄
悄擦眼泪。

小雨身世非常坎坷：3 个月
时，父母离异，她跟随父亲生
活；6岁时，父亲因海难去世，她
转而和奶奶生活；奶奶后来也去
世了，她来到姑姑家。多舛而悲
惨的经历让小小的她变得沉默寡
言，不愿与人沟通。年龄稍长，
她心中升腾起寻找妈妈的想法，
经常离家出走，一走就是好几
天。姑姑特别担心，满城地寻
找，苦口婆心地劝导，却始终打
不开小雨的心扉。

志愿者们上门时，小雨的姑
姑正为此心力交瘁。志愿者们发
现，姑姑心地善良，很爱孩子，
但不知如何和孩子沟通。小雨长
期生活在缺爱的环境中，还饱受
世俗的非议，不自觉地关闭了心
门。

“ 多 抱 抱 孩 子 ， 多 欣 赏 孩
子。”在志愿者皮丽华的启发下，
姑姑和小雨抱在了一起。尽管还
有点儿拘谨，拥抱一下子拉近了
姑姑和小雨之间身与心的距离。

从那以后，姑姑加上皮丽华

的微信，经常向她探讨教育之
道。皮丽华告诉她：多关心，多
鼓励，注意语言，最重要的一
点，多拥抱。

“三多”浇灌之下，小雨悄悄
发生了改变：她开始和姑姑主动
沟通，也不再离家出走了，还会
帮着姑姑做家务。小雨的姑姑也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改
变。就在最近，她主动报名成为
志愿者：“我自己和侄女受益了，
更愿意帮助其他像我一样困惑的
人们。”

皮丽华爱好传统文化，做志
愿服务已有 10年。她说，孤困儿
童的问题在于他们和监护人爷
爷、奶奶或者姥爷、姥姥很难有
效沟通，彼此关门。“志愿者就应
该像使者，去敲开孤困儿童关闭
已久的那扇心灵之门，打开监护
人固有的那扇窗，让阳光照进
来。”

现实中，像小雨姑姑这样的
例子少之又少，志愿者“敲门开
窗”的过程往往困难重重。

协会发起人之一付万斌说：
“在政府的帮助下，孤困儿童能保
障基本的生活，但幼小的心灵需
要呵护和陪伴。我们做的，就是
弥补家庭的缺失，用爱来呵护、
陪伴他们。”

很多孤困儿童家庭中存在着
沟通难题。家长们用自以为爱的
方式训斥、教育孩子；缺爱的环
境下，孩子渐渐生长出叛逆心。
矛盾、争吵不断升级，各种问题
也接踵而至，“问题少年”因此而
生。

在协会，志愿者们从来不提
“问题少年”这个词。在他们看
来，是环境、家庭和社会造成了
孩子这样、那样的毛病，孩子本
身不该为此买单。“我们始终相
信，没有爱心化解不了的问题。”
付万斌说。

一名孤困儿童往往牵动多名
志愿者。志愿者们组建了一个十
余人参加的“爱在行动”群，大
家分工协作，有的辅导功课，有
的联系学校，有的负责和家长沟
通，大家群策群力，一起帮扶一
个个出现了问题倾向的儿童。

“爸爸心”“妈妈心”

“孤困儿童服务协会”是去年
新成立的民间爱心组织，以扶
心、扶志、扶智、扶技为主，对
沧州区域内的孤困儿童进行结对
帮扶，重在心理支持，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如今，协会
已有900多名志愿者，遍布沧州市
区及各县市。

成立后，志愿者们开始走访

摸排工作，围绕在孤困儿童身上
的诸多问题，是在走访中发现
的：大多数孩子生活有保障，但
普遍缺爱，他们中有的已经很久
没有洗过一次澡、没吃过一顿手
包的饺子、没有享受过真正意义
上的父爱母爱，从而变得沉默、
自卑、叛逆，甚至厌学、辍学、
早恋、打架……

50岁的张浩在运河区团结小
区社区居委会工作，是一位有着
30 多年志愿服务经历的“老大
哥”。他说：“协会对孤困儿童是
真帮、真管、真用心。在和孩子
们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常常感到
必须不断学习、突破现在的自
己，才能当好志愿者。”

“这些孩子大多没有爸爸、妈
妈，帮扶他们，最重要的是要有
一颗爸爸心、妈妈心，必须是无
条件的爱。”运河区司法局工作人
员赵永亮说。和张浩一样，赵永
亮也是志愿活动中的“老面孔”。

13 岁男孩儿小真父母双亡，
和姥爷、姥姥生活在一起。在别
人的描述中，他辍学、早恋、打
架……可志愿者们第一次接触他
时，却发现这是个帅气、聪明、
热情的男孩儿。深入了解后，志
愿者们发现，孩子的内心其实非
常压抑。

“孩子好像装着许多心事，又
极力掩饰无助与孤独，不想让人
看出来，更不会告诉我们。”小真
的结对志愿者赵永亮说。

和赵永亮一起结对帮扶小真
的，还有志愿者张浩和田景华。
田景华的女儿张金悦 15岁，正上
高二。田景华说，让我女儿出面
试试看，他们是同龄人，也许能
说到一块。

寒假期间，志愿者们特意把
小真接来，带他打羽毛球、吃
饭，还给他买了礼物。这个过程
中，小真第一次敞开心扉，和他

们讲起了自己的经历：父亲很早就
没了，他跟随母亲生活；母亲后来
也去世了，他又跟着姥爷、姥姥。
辍学是因为从南皮转学到沧州跟不
上功课，打架是因为自己被人欺
负，反击时却伤了人……

那一次，小真收起了平时的
嬉皮笑脸，讲到伤心处，难过地
擦了一把眼睛。

“小真没有爸爸、妈妈，没有
姐姐。那一天，我们就像他的爸
爸、妈妈，他的姐姐。大家在一
起，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赵永亮说。而当小真得知羽毛球
票是赵永亮无偿献血得到的奖品
时，他一下子变得严肃认真起
来：“赵叔叔，长大后我也要像您
一样去无偿献血。”

帮扶的路还会很长。但那一
刻，赵永亮分明在小真的眼眸里
看到了正直和正气。

用无条件的爱去陪伴

与其他助学组织不同，“孤困
儿童服务协会”最大的特点是陪
伴。志愿者们在加入时需要作出
的承诺之一就是：必须保证陪伴
孩子共同成长20年。

平时，志愿者们要陪孩子聊
天、逛街，说说生活上的琐事，
带着孩子读书，给孩子的内心注
入正能量，让他学会在艰难的日
子里乐观面对生活。春节、元宵
节期间，市区及各县市的志愿者
们来到孤困儿童家中，陪他们一
起吃“暖心饭”。

所有的食材包括厨房用具全
部准备妥当，还带上新年礼物，
到这些孩子家去拜年。

这已经不是志愿者们第一次
来了。看得出，每个孤困儿童家
庭事先都精心打扫了一番。拿出
提前和好的彩色面团与肉馅，擀
剂子、包饺子，边包边聊。

市郊小双家。小双第一次包
饺子，包不好，奶奶总是嗔怪
他。协会顾问满维福悄悄把奶奶
叫到一边：“大姐，多鼓励孩子，
好孩子是表扬出来的。”奶奶一下
子就懂了。那天的气氛，小双家
从未有过的和谐。

三里庄瑶瑶家。瑶瑶摸着彩
色面团好奇地问：“这是用什么做
的？能吃吗？”志愿者皮丽华说：

“当然了，这是用菠菜汁和甜菜汁
和的面，比普通面粉好吃。”瑶瑶
爷爷感动地说：“不怕你们笑话，
我不会包饺子，从来没给孩子包
过饺子……”

一起吃“暖心饭”的时候，
也是最好的家访时间。回来后，
他们针对不同家庭的特点，制定
了新的帮扶方案。对其中问题特
别突出的，专门开会研究。正如
协会会长冯会东所说，“不会因为
任何原因放弃一个孩子”。

志愿者张红岩说，开始以为
只要有爱心就能做好志愿工作，
加入后才发现，有爱心是远远不
够的。这里有系统严格的培训，
还有定期闭卷考试，不仅要学社
工学、心理学，还倒逼自己学会
了美篇、视频编辑、 PPT 制作
等，不断突破自己。协会每周还
组织读书分享。在陪伴孩子、教
育家长的同时，也收获了成长，
感动了社会，成就了更精彩的自
己。

进入3月，孤困儿童新一轮的
帮扶活动又开始了。“希望更多的
爱心人士加入进来，大家一起为
孤困儿童助力。如果身边有孤困
儿童，也请联系我们。”满维福
说。

春风化雨，春雨润物，这些
凡人的爱心和善举，必将温暖孤
困儿童的心田，也为初春的沧州
增添了温度和暖意。

（文中孤困儿童均为化名）

运动也是很好的交流运动也是很好的交流

志愿者们走进孤困儿童家庭志愿者们走进孤困儿童家庭，，为他们包饺子为他们包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