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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旧事皆无憾，来年依
旧迎花开”

“这个书包颜色好漂亮！姐姐，我
可以选这个吗？”“我最想要一双球鞋
……”在拉萨SOS儿童村，孩子们戴
上新围巾新帽子，精心挑选着自己喜
欢的玩具和需要的学习用品。看着一
张张天真可爱的面孔，一声声稚嫩童
音的道谢，志愿者王顺利的脸上露出
了温暖的笑容。

虽然临近春节，王顺利的工作节
奏依旧繁忙且充实，她要赶在过年前
为散落在西藏高原上的百余个村子的
群众分发完暖冬物资，让他们能温暖
踏实地过个年。每到一个村庄，王顺利
身上总是挂满了哈达，这是藏胞表达
感谢的方式。

王顺利来自甘肃大山深处，2016
年大学毕业后，孤身一人来到拉萨定
居，成为一名全职志愿者，一心一意地
做公益，从此再没离开西藏。

2月3日立春当晚，漫天群星点缀
着浩瀚的天空，在日喀则市定日县冲
嘎村忙完一天的分发工作后，村民们
人手一个王顺利带去的太阳能灯。一
时间，村广场上顿时灯光闪耀，大家一
起载歌载舞，庆祝即将到来的节日。

从拉萨到冲嘎村，王顺利开了
65个小时车。“晚会”结束，村民们像
往常一样为她准备晚饭和住处。“在这
留宿太多次了，每次村民们怕我冷都
会给准备好几床被褥，端来刚煮好的
土豆和酥油茶。”王顺利告诉记者，“可
能因为村民的热情，即使气温很低，也
不会觉得那么冷了。”

对于今年过年是否回家，王顺利
着实纠结了好一段时间。1月底，王顺
利在运送物资的路上得知爷爷病重的
消息。“家里我和爷爷最亲近，做公益
这件事也是他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几
乎每天都要视频通话。”王顺利告诉记
者：“爷爷在住院，也很想回去陪爷爷，
但还有很多村民的物资没有送到，送
不过去，他们就过不好年。”最终她还
是决定留下来。

这已经不是王顺利第一年没有回
家过年。去年春节，王顺利就选择留在
西藏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那
时候爷爷一跟我视频通话我就想哭。”
王顺利说，但想到这样让更多人安心
和家人过年，也不再后悔放弃回家。

记者联系上她时，每天几小时的
睡眠总让王顺利感觉异常疲惫，好在
3000公里外寄来的一箱家乡美食，给
了王顺利些许的安慰和力量。“每个生
命都需要出口，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
就画画写字，找事做让自己安静下来。
我就是靠着这一点点的柔软坚持下来
的，我也怕，但选择了，就义无反顾。我
与旧事皆无憾，来年依旧迎花开！”王
顺利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这样写道。

分布在各地的藏胞听说王顺利
今年又不回家过年，很多人向她发出
了邀请，希望她能一起来家里吃顿团
圆饭。王顺利说：“每当这个时候，我
都觉得现在做的事情是世界上最棒
的工作。”

“在西藏的5年让我看到了纯粹
的爱和光，接下来的路，还是希望能
一起走，为更多人点亮一盏灯，照亮
一段路。”王顺利说，自己来年最大

的愿望是希望爷爷身体康复，除此之
外，就是和更多人一道温暖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

“留下做志愿者，过个不一样
的年”

“您好，请在这边测量体温，然后登
记一下您的信息……”往年这时候，28
岁的刘志嘉应该早已踏上了回家的火
车。放假早的时候，或许她已经吃上了第
一口团圆饭。但今年她却选择留在工作
地哈尔滨，并且多了身厚重的防护服，站
在了疫情防控一线做志愿者。

刘志嘉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
人，在哈尔滨市工作生活。一年没见到家
人的她，每年快到过年都会掰着手指计
算回家的日子。“奶奶已经90岁了，小时
候父母在外打工，是她把我一手带大的，
如今她年事已高，每年只有春节时候才
能回家好好陪她几天。”为了响应“就地
过年”的号召，虽然不舍得手中的车票，
但刘志嘉还是第一时间选择退掉了。给
奶奶打电话时，她忍不住哭了。

“虽然不能回家，但还是想过一个有
意义的春节。”刘志嘉随后报名做起了一
名防疫志愿者。

“也算是种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刘志
嘉说。“尽管不能回家过年挺遗憾的，但是
很开心自己能加入志愿者队伍中。”

很快，刘志嘉被安排在哈尔滨市松
北区学院路上一家隔离酒店做志愿服务
工作。“最忙的那天凌晨3点就起来了，
陆续为40多人办理了入住，一直忙到第
二天的凌晨2点。上床睡觉时，都有点眼
冒金星。”刘志嘉笑着说，“做志愿者比想
象得累很多，但是想到能为社会出一份
力，还是很高兴的。”

由于隔离人员被送来的时间不固
定，刘志嘉需要配合医护人员、民警维护
入住秩序。在隔离人员入住前，刘志嘉要
和其他志愿者一道对房间进行二次消
毒，配合医护人员对隔离人员进行核酸
检测等辅助性工作。同时，也要对酒店的
公共区域进行定时消毒。

“开始也担心会被感染之类的问题，
后来实在太累了，几乎沾着枕头就能睡
着，也顾不上想了。”刘志嘉说，“这次做
志愿者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有不少人已经做志愿者很长时间了，听
他们的故事也很受启发，对公益这件事
有了更深的认知。不白来，我的志愿者之
路算是正式开启了。”

小年那天，刘志嘉在家庭群里发了
个大红包，向家人提前祝福新年。她写
道：“又是一年春，愿我的家人们万事顺
遂。希望疫情快点结束，团圆饭，我们晚
点再一起吃。”

乡村振兴，抖擞精神再出发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
小年一过，春节近在眼前。这些天只

要有空闲，贵州省政协驻黎平县纪堂村
第一书记杨星便忙着和其他村干部一
起，为村委会大扫除，迎接牛年的到来。
位于村委会二楼那间不到10平方米的
临时宿舍虽然没有窗户，但一番打扫也
显得敞亮了许多。

宿舍门口，放着杨星收拾好的行李，
再过两天，他将踏上回家的路，赶着和家
人吃顿团圆饭。

这些年在基层参与扶贫工作，杨星
的孩子已经从咿呀学语的婴儿到能话语
清晰地询问爸爸的归家日期。“错过了孩
子很多成长的过程，肯定有遗憾，但将来
我也会给她讲我在扶贫一线的故事，相
信孩子一定会为爸爸骄傲的。”杨星说。

2月4日小年那天，杨星的晚餐并不
丰盛，他匆匆吃了两口饭便去村口迎接
贵州理工学院的老师们，那天的会开到
很晚。

“今年纪堂村被贵州省住建厅列为
全省‘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示范村，全省一共就两个。”杨星告诉记
者，新年过后，贵州省住建厅将委派贵
州理工学院专家团队进驻村寨，开展村
寨规划设计，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探
索方向。“会议就是想初步了解下村里
的情况。”

会议结束，村委会人群逐渐散去，杨星
独自整理材料，规划着来年的工作。乡村振
兴的画卷，在他的脑海中徐徐展开……

3年的驻村生活，也改变了杨星很
多，他开始习惯脚上沾满的泥土，心里对
于村庄更多的牵挂以及和家人暂时的异
地生活。这些年，他见证了村里的每一处
变化：产业发展落地有声，返乡创业成为
新潮流，医疗住房教育等惠民政策愈发
完善……

初到村里的情形，杨星至今记忆犹
新，“村集体收入基本为零，村民们内生
动力也严重不足。”每天清晨，他总会背
上他那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到田
间地头走访群众，了解村民们最真实的
想法和诉求。

驻村这些年，在杨星和村干部们的
共同努力下，村里成立了村级旅游公司，
实现了绿壳蛋鸡和小香鸡规模化养殖，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考虑回乡创业。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杨星告诉记
者，这就是他这3年驻村生活的真实写
照。“旅游公司接待第一批游客时，村里
连个公共卫生间都没有。这些年都是这
样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从‘输血式’扶
贫到发展产业‘造血式’扶贫的。”

“原来刚到村里驻扎，因为环境迥异，
工作及生活方式改变，会感觉时间过得有
些漫长，幸好有工作队的同事相互交流鼓
励，村干部和村民又很热情，才逐步适应
了驻村工作和生活的节奏。”杨星说，全身
心投入工作以后，时间的流速又在不知不
觉中加快，一周、一月、一年都好像在不经
意间掠过，再回头时，已经过了几个春秋。

“结束驻村的日子越来越近，好像又
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村里的山和田
野、人与乡俗，这已经熟悉的一切，让杨
星生出许多不舍，希望时间能放缓它的
脚步，慢一点变成记忆。

马上，杨星将踏上回家的归途，他希
望春节假期尽力弥补家人不在身边的遗
憾。同时，他又有些期待新一年的到来，
他希望和村民们一道开启乡村振兴的新
篇章，让这个他早已视为第二个家的传
统村落再次焕发勃勃生机。

别别样春节 同样温暖
本报记者 郭 帅

春节临近，浙江金华永康市的气
温已经渐渐回暖。

在当地一个老式的四合院内，公
鸡正伸着懒腰，发出慵懒的咯咯声。院
内，永康市阳光爱心义工协会的陪伴
志愿者李旭正在引导读小学一年级的
小豪（化名）通过朗朗上口的《螃蟹洗
手歌》学会七步洗手法。

在和小豪玩耍的过程中，细心的
李旭发现，孩子的指甲已经长得有些
妨碍他写作业了，同时里面藏匿着黑
色污垢。

“要不我们一起来剪指甲吧？”李
旭笑着提议。

小豪马上小跑进房间，过了几分
钟，又蹿到厨房翻找着，最后小豪停留
在厨房的门槛上，低着头，不好意思地
说：“家里好像没有指甲剪，剪刀也没

找到。”
李旭看着小豪破洞的袜子、皲裂的

小手、干燥的皮肤，心中百感交集。今年
春节，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小豪在外务
工的父母决定不回家过年，爷爷奶奶又
因年迈，无力照顾到小豪的方方面面。幸
好，还有许许多多像李旭这样的志愿者，
在陪伴和关爱着孩子们。

起初，李旭和小豪的沟通并不顺利，
他常低头抠着指甲。“期末考试成绩怎么
样？”“有没有想爸爸妈妈？”李旭的询问
不一定都能得到回答，但小豪慢慢地敞
开心扉，他强忍着眼泪小声说：“我很想
妈妈……”

第二天，李旭和志愿者们再次去到
小豪家，为他带去一个“温馨包”。里面除
了小牛玩偶和暖冬用品外，还配有唇膏、
护手霜、面霜、指甲刀等日常小物件。

这次，小豪不再害羞，好奇地翻着包
里的物品。“这个小牛好可爱，我要把它
摆在床上和我一起睡觉。”小豪一边摆弄
小牛玩偶，李旭一边为他剪起了指甲。

“想不想和爸爸妈妈视频通话？”李
旭问。

小豪的眼睛突然一亮，用力地点着
头。

电话那头，小豪的妈妈笑意盈盈，叮
嘱他要记得写寒假作业，听爷爷奶奶的
话。“妈妈给你寄了吃的，马上就能到了。
一有时间，爸爸妈妈马上回去看你。”妈
妈的话让小豪眼里噙满了泪水，但还是
懂事地回答：“放心吧妈妈。”

“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看到过很多
小豪这样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大部分在
外务工，孩子交由爷爷奶奶照顾。”李旭
说，“很多老人因为年纪大了，受教育水

平又比较低，没办法给予孩子全面的照
顾。”李旭告诉记者说。

2月初，在永康市阳光爱心义工协
会的努力下，600位像小豪一样的困境
儿童、留守儿童在古城小学领到了“温馨
包”，孩子们也为志愿者戴上了红领巾表
达感谢。“那一刻心里暖暖的，公益不仅
是给予更是收获，陪伴孩子也可以让我
们疗愈心灵。”李旭说。

“我们希望在陪伴的过程中，利用这
些生活必需品培养孩子良好的卫生习
惯。也让每个孩子都干干净净、健健康康
地过大年。”永康市阳光爱心义工协会会
长徐美儿告诉记者，“希望通过这些细致
入微的陪伴，让在外务工就地过年的父
母能多一份放心。”

“接下来，志愿者还会上门为399位
困境儿童、留守儿童送去‘温馨包’。”徐美
儿说，“今年因为疫情原因，很多外地务工
者选择就地过年，因此留守儿童尤其需要
关爱。爱心物资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志愿者及时补位，给孩子更多的陪伴。”

徐美儿告诉记者，这是永康市阳光
爱心义工协会“爱的抱抱”项目的其中
一个活动，“在这个特殊的新年，我们
的志愿者也希望给孩子们更多爱的抱
抱，让孩子们留在记忆里的是一个特殊
的新年，而不是一个缺少陪伴的新年。”

新年，给留守儿童更多“爱的抱抱”
本报记者 郭 帅

今年60岁的赵永久，家住辽宁省
沈阳市大东区惠民家园。这是一个公租
房小区。住进带电梯的公租房，赵永久
说自己非常知足。

自2006年在纺织器材厂下岗后，
赵永久一直从事保洁工作，一个月收入
只有2000多元，但他每月都会拿出工
资的 1/3，去资助贫困学子读书。从
1986年到现在，他已经坚持了30多年，
共资助45个贫困生完成学业，捐款近
20万元。

为了节省开销，赵永久30余年从
没买过新衣服。其间，他还卖掉了自己
唯一的住房。“我可能一辈子捐的钱
都没有别人一次捐款多，但也没关系，
总还是有困难的孩子，多帮一个是一
个。”赵永久说。

凌晨4点半，作为保洁员的赵永
久，总会准时出现在沈阳最繁华的商业
街，他会推着自己破旧的三轮车，用双
手慢慢将路边垃圾桶里的垃圾一一装
上三轮车运走。

“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因意外过
世，母亲又一病不起，我是吃着‘百家
饭’长大的。”身边的朋友、邻居们给予
了他莫大的帮助，让他度过了最为艰难
的时期，也让他体会到了来自社会大家
庭的温暖。“报恩社会，延续爱心”的情
怀，从此扎根在赵永久的心中。

每次有媒体报道他的事迹，赵永久
总会用塑料袋把报纸小心包好再放到
柜子里。但其中一张报纸上，所有赵永
久的名字都被划烂了。“那年女儿8岁，
我给一个家里很困难的小女孩买了根
雪糕，被女儿看见了。”女儿赵文珠哭着
问赵永久：“对别人比对自己的女儿都
好，你算什么好人！”

后来，同样下岗的妻子忍受不了丈
夫的“慷慨”，提出离婚。“我岳父比较支
持我，觉得我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我俩的单位开不出工资时，他就悄悄地
给我媳妇儿拿点儿钱。”岳父的阻拦，让
这段婚姻维持了下去。

为了解开妻子心中的疙瘩，赵永久

带着妻子来到沈阳一所高校食堂，见到了
一名午餐只有馒头、咸菜、白开水的大学
生。妻子亲眼看见丈夫每月拿出50元钱
资助的大学生时，心中的怒火瞬间消失
了。从此之后，她便成为丈夫最坚定的支
持者，时常邀请这名大学生到家里吃饭，
有时还准备一罐肉酱让他带回学校。

再到后来，为了资助学生，赵永久和
妻子商量卖了仅有的住房，很多人都以为
他疯了。“孩子已经供到一半了，不能放
弃，再难我也要支持他们到大学毕业。我
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但我不能让孩子们
没文化。”赵永久说：“房子卖了24万元，除
了给老妈留了些之外，剩下的18万元都
捐出去了。”

2020年4月，赵永久母亲家中不慎
失火，年近90岁的老人被困二楼阳台，不
得不跳楼逃生。庆幸的是，邻居们在楼下
用床垫接住了老人，并被及时送往医院救
治。

面对着母亲的伤情，赵永久把家中积
蓄凑在一起还不到1000元。得知赵永久
家的困境后，爱心人士纷纷捐款，希望能
帮他们一把，可赵永久不愿意接受。“我们
的困难是暂时的，应该去帮助更需要帮助
的人。”

渡过了暂时的难关后，赵永久又准时
出现在沈阳最繁华的街道，继续做着他保
洁员的工作。“不能不做，还有孩子没上完
大学呢。”

在做慈善的这条路上，有人笑赵永久
傻，也有人怪他呆。但面对周遭的评价，他
总是一笑而过，继续在他认定的路上前
行。但爱心总是会得到认可，赵永久获得
2018年度“感动沈阳人物”“沈阳市道德
模范”的荣誉。

这几年，总有接受过赵永久资助的孩
子找到他，想拿出钱来表达感激，但都被
赵永久一一回绝：“把这些钱都捐出去，捐
给更需要帮助的人。”前两年，赵永久在女
儿的帮助下注册了微信，他的昵称是“永
善”。“我已经和很多爱心人士有了联系，
看到有这么多人和我一样正在助人为乐，
我真的很高兴。”赵永久说。 （建辉）

一位保洁员的35年慈善路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深圳市
零壹罕见骨病关爱中心近日联合深圳
市崇上慈善基金会，全新升级成骨不
全儿童医疗救助项目，引入更多优势
资源，帮助罕见骨病患者家庭。

据介绍，该项目将支持全国范围
内0-18岁成骨不全青少年儿童，拟
资助四肢手术及药物治疗，资助额度

根据治疗方案决定。目前昆明市儿童医
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山东省立
医院等10家三甲医院已开放合作，纳
入成骨不全儿童医疗救助体系。

零壹团队和崇上慈善基金会作为该
项目执行方，工作团队将对登记家庭的
经济状况、治疗观念等情况进行综合评
估，最终筛选出可资助家庭进行资助。

成骨不全儿童医疗救助升级

本报讯（记者 张原 李宁馨）
2月4日，由天津市残联和中国瓷房子
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筑爱助残、温暖相
伴”活动在天津市残疾人之家举行。

据了解，由张连志牵头的助残迎
新联谊活动至今已坚持了31年。每逢
新春佳节，张连志等侨商总要把残疾
人朋友请到身边嘘寒问暖，为残疾人
朋友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让他们感

受来自社会大家庭的关爱和温暖。
活动现场，天津市残联副理事长李津

海代表残联和残疾人朋友向张连志颁发
了锦旗和荣誉证书，天津市残联艺术团的
演员们进行了精彩的艺术表演。张连志和
残联相关负责人向残疾人朋友发放慰问
品和慰问金，瓷房子博物馆的员工还特意
准备了各种食材，与现场的残疾人朋友一
同包饺子、写春联，欢庆新春佳节。

天津侨商连续31年春节慰问残疾人

本报讯（记者 高新国）2021年伊
始，新冠肺炎疫情突袭石家庄，为方便奋
战在抗疫一线的社区人员、志愿者用餐，
石家庄市慈善总会积极调动资源平台，
出资30万元，从1月29日起，连续10天
为裕华区、长安区防疫一线的1000名社
区工作者、志愿者，每天免费送上一份健

康营养爱心午餐。
相关爱心企业受石家庄市慈善总会委

托，协同长安区、裕华区社会工作者指导中
心，出动10辆送餐车为两区的50个站点
提供点对点送餐服务，并且每天爱心餐的
搭配都有变化，确保抗疫人员吃得饱、吃得
好，为打赢疫情阻击战增添了力量。

石家庄市慈善总会
向抗疫一线人员提供爱心午餐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年最重要的就是与家人团圆，然而因为疫

情防控，“就地过年”的号召让这个年显得有些许不同。很多人的过年方式也让这个春节

多了一层“了不起”的底色：有人选择坚守岗位，保障民生；有人选择加入志愿团队，去温

暖需要帮助的人；有人选择穿起厚重的防护服，奋战在防疫一线……

图①：王顺利和孩子们
图②：杨星 （右一） 和村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工作。
图③：刘志嘉在隔离酒店作志愿者。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街道东园社区，困难儿童们纷纷围上了新围
巾。连云港市连云区政协委员陈丽珍组织墟沟街道“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会成
员开展爱心捐赠活动，为社区的26名困难儿童送去了围巾、手套、暖宝宝等爱
心物资。 朱先明 蒋金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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