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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着烈日、迎着黄昏，9年来，
王永恒不顾危险，挽救了30余位落
水者的生命。

从2012年以来的每个夏日，身
为湖南省株洲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水
域救援组组长，王永恒都会在湘江边
上开展巡逻、对野泳者进行劝诫，及
时发现并妥善处置险情。

这一切，源于 9年前的那个夏
天，新闻里播报了一则孩子野泳溺亡
的消息。看着画面中家长悲痛欲绝的
场景，王永恒湿了眼眶，差点有着相
同经历的他，对此类事件有着比旁人
更深刻的领悟。

在儿子3岁那年，王永恒带着他
去游泳，“我儿子当时套着游泳圈，
距离我也不过三四米，我和朋友说话
一刻没有留意，没想到儿子游泳圈的
气门芯意外脱落。关键时刻，幸亏
一名好心人出手，才避免了悲剧发
生。”王永恒说，好心人把儿子救上
来就走了，都没来得及感谢。但从
那之后，多行义举的种子便埋入了
他的心中。他开始成为湘江边的

“生命守望者”。“是出于感恩之心，
更出于对生命、对团圆的珍惜。”王
永恒说。

那段时间，朋友告诉王永恒，刚
成立不久的湘江义务救援队（后正式
注册成立协会）正在招募志愿者，王
永恒马上联系报名。熟悉现场水域情
况、接受救援知识培训之后，他正式
成为了湘江义务救援队的一员。每天
下班之后，他便戴着草帽、背着水
壶，来到江边开展工作。

从那时起，每年夏天，每天下午
3点到晚上10点，他们都会在湘江
边不间断巡逻。近10年的守望，王
永恒与志愿者朋友们不但没有报
酬，还要自带防暑药品，自备饮用
水与三餐。

经常有人好奇地打听：“这活报
酬高不高？”得知这是义务的之后，
都惊讶不已。“救起一名落水者，便
是挽救了一个家庭，还有什么比这更
有意义的事情呢？”王永恒说。

让王永恒高兴的是，他常年的值
守救援影响了更多的人，每到夏
天，有许多志愿者轮流坚守在湘江
岸边，劝导市民杜绝野泳，减少意
外情况发生。

为了救人，收入不高的王永恒自
费采购了冲锋舟、皮划艇等救生设
备，2020年他又联合爱心人士采购

了探测仪，为精准高效救援提供更好的
条件。在他不足50平方米的家里，救
援设备甚至比家具更多。

群众溺水，王永恒该出手时便出
手；地方有难，他与队员们也毫不退
缩，迎难而上。2013年 4月，四川雅
安市发生地震，王永恒在灾后第二
天，便同其他10余名队员赶赴灾区。
由于交通中断，队员只能肩挑背扛，
徒步将救援物资扛进灾区，并将受伤
孕妇抬出危险地带。在雅安救援的13
天里，王永恒总是默默拿起工具，走
在队伍最前面，接下最苦、最累的任
务。

2019年 7月，湖南连续暴雨，醴
陵地区部分地势较低的村镇瞬间被漫
堤的洪水淹没，接到防汛指挥部消息
后，王永恒马上和队友奔赴受灾最严
重的地区。

要进村开展救援，冲锋舟是最灵
活、高效的工具，可当时洪水淹没了房
屋和道路，冲锋舟随时可能被水下的树
枝、电线挂住，导致发动机损坏，甚至
发生倾翻。王永恒沉着应对，凭借着熟
练的操舟技术，一趟趟进入受灾地区。
在救援队员的努力下，决心“死守”家
具的阿婆同意下楼，撑着雨伞被困在房
顶上的母子三人也被成功营救。这一
天，王永恒和志愿者们连续奋战11个
小时，直到把所有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
地带，他才放松下来，躺在岸边的泥地
里，喝口水，吃点饼干。

为了更好地守护生命，王永恒还自
费到外地学习公共安全潜水知识，之后
他又将学到的安全救护知识去学校、社
区和企业宣讲。有了救援知识和技能，
碰到各种危急情况，只要他能应对的，
都会出手相救。

有一年端午节，正在超市购物的王
永恒听到广播求助。他跑到门口一看，
一个卖菜的老农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身体下面有一摊鲜血。

“快打120！”他一边对围观之人喊
叫，一边蹲下身，扶起老人，为其止
血。因为止血措施及时有效，老人救治
顺利，很快便出了院。

10余年的救人生涯，给年近60岁
的王永恒留下了一身伤疤，手上、脚
上、头上到处都是，但这位汉子对此毫
不后悔。曾经有人问他：“下水救人是
舍命的事，你不怕吗？”王永恒答道：

“怕，也得干！何况，我发过誓要行善
救人，回报救了我儿子的好人。”

（谭文文）

湘江边的“生命守望者”

初夏的杭州傍晚，落日的余晖
洒落在西湖的水面上，一群身着蓝
马甲的志愿者亦成为西湖边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志愿者们一手持捡垃
圾的小钳子，一手拿着可降解垃圾
袋，有些则举着装水的瓶子积极劝
解路人灭烟……这些志愿者们来自
张能庆公益服务站。

看着志愿者们，两个大学生走上
前来，询问如何加入志愿者队伍。张
能庆公益服务站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张
能庆赶忙三步并作两步上前解释起
来。每次有人对志愿服务感兴趣，他
总是很高兴。“公益其实也是要一棵树
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
云。”张能庆说。

“我最开始做公益，初衷仅仅是要
做好事，就是在空闲时给老人义务理
理发，没想到就这样开始爱上了当志
愿者。”如今，张能庆已经坚持志愿服
务20余年，还带领更多人加入了志愿
者的队伍。从最初的“一把剪刀”，到
现在已经开展了10余个公益项目。

“刚从老家来杭州时，我开了个理

发店，一些老人家舍不得钱，有的都是
等上好几个月才来剪一次。”张能庆就干
脆每周抽点空，为他们义务剪头发。

“那时候印制了400张理发券，只要
拿着理发券来店里，象征性给点钱就能
剪一次头发。”一把剪刀、一把梳子、一
张椅子，条件虽然简朴，但能够让老人
在家门口享受理发的优惠和便利。

“每次给他们服务完，老人家说声谢
谢，我心里都充满了成就感，这也鼓励
我一直继续下去。”张能庆说，专职做公
益的想法开始渐渐萌生。

现在，张能庆依然坚持他的老本
行，公益服务站开展的“银丝坊公益理
发店”项目总是少不了他的身影。这个
项目每周多次进入社区，为70岁以上的
老年人免费理发，并为90岁以上以及行
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预约上门理发服务。

如今服务站也与时俱进，为老年人
开设了更多的服务项目：帮助老年人便
捷轻松使用信息化工具；为老年人提供
法律咨询及普法宣传服务，帮助他们提
防电信诈骗与金融陷阱；开展养生讲座
和心理健康服务，让老年人更加健康地

生活。“这些活动都深受老人喜爱，多些
这方面知识，平时工作繁忙的子女也放
心些。”张能庆说。

2012年，在街道的支持下，张能庆
全身心地投入公益事业，成立了张能庆
草根工作室，开始关注山区留守儿童，
帮扶孤寡老人。

两年过后，以张能庆个人名字命名
的“张能庆公益服务站”正式注册成
立。服务站建立之初，人数不到10人，
最早的志愿者都是他的家人和朋友。服
务站以开展公益助老、助困、助学等公
益服务及宣传为主，定期组织社区志愿
者参与城市清洁、慰问特殊人群等公益
活动。

短短几年时间，张能庆公益服务站
已聚集起超过3000名注册志愿者。“最
忙的时候一天就有3场活动。”张能庆觉
得，让身边人看到真善美就是成功的公
益活动。

在服务站的10余支队伍中，队伍最
庞大也最具特色的是将近千人的共产党
员服务队。“我们的党员服务队没有对应
具体服务类型，每种志愿服务活动都有

党员参与。”张能庆说。
“社会组织需要党建的引领，做公益

同样需要。”对于党员服务队的志愿者而
言，一场场公益服务，就是一次次组织
生活。“每年的‘七一’，党支部都会开
展活动，比如连续1周为老人免费理发
等。”

这些年，服务站还一直在开展微爱
助学项目，目前已在全国各地建立25所
爱心书屋，捐赠近60000册图书，党员
志愿者更是帮助4000多位学生完成了微
心愿。

“我们也一直在开展‘党建+扶贫+公
益’主题党日活动，将党建与自身工作内
容相结合。”张能庆说，“我们还会和一些
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联合开展活动，互相学
习，共同助力公益事业发展。”

在张能庆的带动下，女儿也加入了
志愿服务的行列。“她几乎每个寒暑假都
在公益活动一线，现在服务时长有千余
个小时了。”谈起自己的女儿，张能庆十
分自豪。妻子看到女儿从事志愿服务活
动后，越来越懂事优秀，也渐渐接受了
父女俩的公益之路。

“做公益不只是付出，更多的是收
获，这是一件让人幸福的事。我们一路
做志愿服务活动，一路也在感受着温
暖，看到了很多的希望，我觉得这是
专属于公益人的乐趣。”张能庆说，

“现在已经离不开公益以及身边这群同
样热爱公益的伙伴们了，未来还会继
续在这条充满温暖和力量的路上，点燃
更多微光。”

“做公益是件让人幸福的事”
——记“张能庆公益服务站”

本报记者 郭帅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由中
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办的

“爱童工程”公益活动启动仪式暨
冬奥题材儿童励志电影《你是我的
冠军》新闻发布会日前在京举行。

据介绍，“爱童工程”将发动
广大社会力量，着力破解乡村教
育、健康、医疗等资源不均衡难

题，实现优质文化、教育和健康资源
的共享共生共荣。“爱童工程”项目
主任欧阳艺星表示，该工程将率先在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开展活动。

《你是我的冠军》是“爱童工程”
实施的第一个项目，影片融合了儿童励
志与冬奥题材，旨在弘扬冰雪健儿刻苦
训练、迎接冬奥的拼搏精神。

“爱童工程”公益活动在京启动

本报讯（记者 照宁） 5月16
日，福建省首家“爱心助残驿站”
在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揭牌成立。

“爱心助残驿站”主要涵盖了
爱心助餐服务、康复宣传指导、就
业岗位开发、文体娱乐服务以及志
愿助残服务。驿站充分发挥村
（居）残疾人联络员的作用，组织
发动邻里互助和爱心结对，对生
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开展送餐、
探访、关爱帮扶、精神慰藉等经
常性的志愿服务，营造人人关
心、关爱残疾人的助残氛围。此

次成立的“爱心助残驿站”建设有
22间功能室，配套28张休息床位、
医疗护理站、能力评估室和爱心餐
厅等功能齐全的设施，可为 9个社
区1196名残疾人提供家门口的助残
综合服务。

“通过‘爱心助残驿站’这个平
台，我们将汇聚更多社会力量，为有
需求的残疾人提供更多关爱和服
务。”厦门市残联理事长傅晓春表
示，今后将把“爱心助残驿站”试点
工作融入“爱心厦门”建设中，适时
扩大试点范围，在残疾人居家就业方
面进行探索。

福建首家“爱心助残驿站”在厦成立

“村里的西瓜不再愁销路咧”

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焦岱镇樊家
坡村，“头茬瓜”眼看即将成熟，瓜
农冯根让站在瓜田算起今年的预计收
益，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自从村
里有了‘为村’平台，村里的西瓜不
再愁销路咧！”

这样不愁销路的日子，已经种瓜
近 10 年的冯根让享受的时间还不
长，以前他甚至连智能手机还玩不
转。想起两年多前滞销的 50 亩西
瓜，冯根让至今仍心有余悸。“当年
雨水充沛，长势也好，我还想着可以
卖个好价钱，没想到连日降雨，西瓜
错过了最佳上市时间。”

没有客商前来收购，焦急的老冯
只好在路边零售。过往人流不少，偶
尔有路人购买，但对老冯来说是杯水
车薪，50亩西瓜似乎怎么也卖不完。

这一幕，正好让焦岱镇电商服务
站站长、焦岱街村“为村”平台管理
员杨锐撞见了。“我平时的工作就是
在家乡推广互联网，让村民们能通过
互联网得到收益和实惠。”基于自己
的专长，杨锐为50亩滞销西瓜开展
了一场爱的接力……

“我们为冯老汉拍了段视频，通
过我运营的焦岱生活圈微信公众号，
和焦岱‘为村’平台及时把求助信息
发布出去。”视频发布不久，很多爱
心网友相继转发，第二天滞销的西瓜
就销售火爆。

冯根让惊喜之余又有了新的烦
恼。“小杨，能不能在宣传文里面把
我的电话抹掉？电话接个不停，很多
人来问西瓜，已经接不过来了。”冯
根让不好意思地说。

在焦岱镇，还有很多如冯根让一
样的村民，被杨锐领上了互联网的

“康庄大道”。微信公众号、视频平
台、直播带货……线上的日子，让村
民联结了彼此和大山外的世界。

“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知道了
腾讯公益的‘为村’项目，我觉得这
是很好的机会，乡村发展确实需要互
联网的助力。”不久后，县委组织部
告知杨锐蓝田县准备推广上线“为
村”。

自此，杨锐成了焦岱街村腾讯
“为村”平台管理员，这也是陕西省
第一个试点村的管理员。“虽然现在
网民数量很庞大，但偏远地区的农村
人口以及上了年龄的老人，互联网对
他们而言依然很陌生，让他们接受新
鲜事物并不是件容易事。”杨锐说。

“干啥必须学会吆喝啥。”熟练平
台操作后，杨锐不断动员村民关注、
实名注册，组建村民微信群、志愿者
微信群。其间，杨锐也遇到了不少人
的不解与不配合，但他觉得，这是必
经的过程。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村
民的观点，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用
互联网助力村庄发展。”如今，在杨

锐的努力下，“为村”平台已经上线运
营4年了，平台有4000多人关注，903
位村民实名注册，56位党员点亮了身
份。

村里直播带货忙

补光灯、话筒、摄像机……焦岱镇
共享直播间内，专业的直播设备一应俱
全，这里，也是杨锐和村民们崭新的

“战场”。闲暇之余，杨锐会和村民们探
讨直播技巧，偶尔也会请来专业老师做
直播培训。

今年过年，杨锐和伙伴们刚刚完成
一场大型直播，他们将家乡的迎春活动
搬上屏幕，带着网友们一起逛大集、品
当地小吃，20余万人在线观看。

“很多人通过直播认识了我们的家
乡，也有很多不能回家的焦岱人看到了
直播，都特别激动，在直播间不停留
言，也算感受到了家乡的年味儿。”杨
锐说。

为了县里搭上互联网的快车，杨锐
总是风风火火：手把手教村民使用
App，为村民讲述其他村的成功经
验，组织各种各样的直播活动，撰写公
众号推文……即使是常和杨锐在一起的
小伙伴也常常忘记，他是一位残疾人。

杨锐患有先天性足内翻、先心
病、脊椎侧弯、眼疾等多种病症。30
多年间，杨锐连续动了4次手术，虽
然手术很成功，但身体依旧倍受病痛
折磨。由于腰椎侧弯，致使他不能做
重体力劳动，不能长时间行走，走起
路来一瘸一拐，经常性腰疼也一直折
磨着杨锐。

杨锐家庭并不富裕，因为带他四处
治病更加负债累累。为了不拖累家人，
他开始打工、学技术、干个体、经营文

具店，虽然没有积蓄，但总算偿还了所
有外债。

这些年来，杨锐感受到了党的政
策的温暖，也感受到了党员如何为人
民服务。“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镇政
府、镇残联的工作人员帮了我们很多，
还给我们申请了危房补助，以前破旧危
房已经改建成了两层单间小楼。”杨锐
不知道何时起，心中也燃起了信仰的火
苗——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如何为人民服务？”杨锐觉得，参
加公益活动是一条路。“可能因为心脏
手术以后的重生，让我对生命有了更深
的认识。每个人都有梦想，我也不甘于
无为，我希望能帮助一些和自己一样遭
受病痛折磨的人、有身体缺陷的人，让
他们重拾信心。”这些年，他先后成为
多家公益机构、医疗救助机构的志愿
者，帮助了更多的人。

“帮助别人的过程让我充实而快
乐，也因此认识了很多朋友。”杨锐说。

为家乡带来更多更好的改变

从最初没人理解、形单影只地在村
里推广互联网，到如今他有了小团队，
也有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愿意和他
探讨未来的乡村互联网发展之路。杨锐
一直觉得，这是他一路走来最大的收
获。

杨锐没想到的是，他苦心经营的
“为村”，还会为他带来书写人生新篇章
的又一机遇。2018年 6月，杨锐从全
国6000多个村庄中脱颖而出，获得腾
讯“为村”助教培训的机会，受邀参加
腾讯总部“为村助教”培训班，后又获
聘腾讯“为村”官方助教，负责指导广
东、广西、贵州等省份的“为村”上线
村庄运营。

从那以后，杨锐的人生似乎开始顺
风顺水起来，“陕西好人”“陕西省自强
模范”等荣誉称号纷至沓来。但只有他
自己知道，这背后是多少艰辛的付出和
不懈的坚持。

2019年 7月，杨锐迎来了人生中
最开心的一刻，他终于光荣地加入中国
共产党。“这是一种莫大的认可。”杨锐
说。

成为党员后，杨锐在平台上开通了
“党群服务中心”，让村里的党员、群众
都能在手机上了解村委会的工作，简单
的事还能在手机上完成，免去了跑腿的
繁杂手续。“我希望更多村民有机会参
与到村里的事务中来。”杨锐说。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吃
紧时，村民们更加体会到了互联网的好
处。“我们可以网上办公、购物，农作
物也可以通过直播卖出去，要是没有手
机，那年肯定是没有收入了。”村民们
说。不仅如此，杨锐还每天在“为村”
平台发布防疫科普知识以及疫情的最新
数据，让村民们消除恐慌，科学防控疫
情。

在杨锐入党不到1年的时间，他就
交了一笔特殊的党费——1300元，用
于支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此外还通过
各种渠道购买到了2000只口罩，捐赠
给了镇政府奋战在防疫基层一线的工作
人员。

这些年，杨锐从文具店老板到乡村
代言人，没有报酬，无私奉献，他为家
乡服务的每一步足迹，都深深烙印着他
的信仰——“身残志不残，让村民们享
受新技术，拥抱新技术，并因此增收致
富，也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家乡，为家
乡带来更多更好的改变。”杨锐说：“我
相信，未来乡村里还会有更多的新篇章
等着我们去书写。”

用互联网书写乡村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郭帅

虽然身患多种残疾，但他不仅没有被疾病打败，反而利用互联网打造出一张金灿灿的乡村名片，帮助村民通
过直播把家乡的特产卖出去，让乡亲们联结起了彼此和大山外的世界。

他叫杨锐，陕西省蓝田县焦岱镇电商服务站站长，先后获评“陕西好人”“陕西省自强模范”等荣誉称号。

本报讯 （记者 赵莹莹） 为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
彰显乐善好施、承担社会责任的
奉献精神，营造“人人可慈善”
的良好社会氛围，上海市慈善基
金会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正式开
启第十届“上海市慈善之星”评
选活动。

本届活动将评选 2019 年 7
月至2021年 6月期间，为上海慈

善事业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的集体和
个人，包括对上海乃至全国防控新冠
肺炎疫情作出重大贡献、影响广泛的
集体和个人。

通过各方推荐，活动将初选出候
选人及候选集体共90个，从中评选
出40名第十届“上海市慈善之星”、
50名第十届“上海市慈善之星”提
名奖。申报截止至6月30日，评选
结果将于12月中下旬公布。

第十届“上海市慈善之星”评选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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