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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成为一名光荣的青
年志愿者……”近日在厦门市翔
安区台港澳办和共青团翔安区委
共同指导下，一支由 20多名台
湾青年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正式
成立，名为台缘志愿服务队。

“我们来到厦门发展，厦门
就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聚在一
起，组成了志愿队伍。”厦门市
台缘志愿服务队队长李东宪告诉
记者。今年9月上旬厦门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在厦台胞李东宪
临时组织了一批台胞抗疫志愿
者，与翔安当地民众共同守护家
园。正是这一契机，让这群热心
公益的台胞聚在一起。疫情结束
后，他们的爱心不减，在原有人
马的基础上，又吸纳了来自各行
各业的十多位志愿者。目前，团
队共有人员25名。

来自台湾苗栗的陈圣原是志
愿服务队的成员之一，来厦两年
间他多次参与志愿服务工作。

“对我而言，志愿服务不仅是帮
助他人，也是我学习的过程。通
过志愿服务，我更加了解厦门的
本土文化，了解两岸之间的联
系。”陈圣原说。

台湾青年张立齐认为，志愿
者服务队可以调动台湾青年在大
陆融合发展的积极性，尤其是在
这边跟本地的朋友交往、相处。

“志愿服务会成为我们在祖国大
陆一个很好的名片。”志愿服务
队成员之一林博文有着自己的看
法。

“目前，我们志愿服务队的
25 名台湾青年来自各行各业，
随着更多台青返厦，我们的人员
也将不断扩充。我们将开展各有
所长的常态化志愿服务，也计划
开展系列公益课程等具有针对性

的志愿服务。”李东宪说：“像我是
跆拳道教练，就可以为需要的小朋
友们上公益课。从事围棋培训工作
的陈圣原也能够走进社区，开办公
益的围棋课程。此外，服务队中许
多创业台青拥有好的产品，也可以
捐助给有需要的人。”他认为，通
过各种各样的志愿活动，会让在厦
台胞更有归属感、认同感。

“台缘志愿服务队，是由一群
热心公益、积极向上的台湾青年及
其配偶组成的青年志愿者队伍。他
们当中的许多人，曾长期从事义工
工作，有着十分丰富的志愿服务经
验。”翔安区台港澳办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这些台湾青年在当地创
业、生活，感受到了许多来自政府
和群众的关心与帮助，也同时感受
到了当地浓厚的爱心志愿服务氛
围，于是便萌生了把台湾地区义工
文化和当地志愿服务相结合，以回
馈社会、融入社区的想法。

“我们得知了他们的诉求，便
立即联系了所在街道与社区并指导
他们合法有序地参与一系列的志愿
服务，期间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与好评，还收到了社区送来的致谢
锦旗。于是我们将这支优秀的队伍
吸纳进翔安区青年志愿者联盟这个
大家庭中，从台湾到翔安，从义工
到志愿者，他们经历了地理位置和
称呼的变换，但他们身上乐于助
人、无私奉献的爱心却没有变，也
正是这份爱，让两岸青年的心越走
越近。”这位负责人说。

据了解，与台湾一水之隔的厦
门市，作为对台前沿及“台胞登陆
的第一家园”，至今所辖的思明、
湖里、海沧等5个区均活跃着台胞
志愿者服务队，他们积极参与到城
市的各项公益活动中，在为“美丽
厦门”建设贡献着一份力量。

厦门：志愿服务让台胞更有归属感
本报记者 照宁

得知自己获得“第八届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后，李王花朴实地
说：“我是一名残疾人，一路走来
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才过上好日
子，回馈社会是我的一份责任。”

1985年，李王花出生于海南
省万宁市后安镇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3岁那年，她因患小儿麻痹症
导致双腿不能行走。也曾抱怨过命
运的不公，但痛定思痛后，李王花
意识到：“只要自己不放弃，照样
能在生活中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在海南商业学校，李王花认真
学习服装设计的专业知识，假期
里，则到公司实习积累实践经验。
毕业后，她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在
广州一家外贸服装公司找到工作。
从车间工厂、项目管理、再到商务
洽谈……几年下来，李王花不断突
破自我，逐渐成为公司的业务骨
干，在服装业站稳了脚跟。

从那时起，李王花有了一个远
大的梦想：将来，创办一家残疾人
工厂，给残疾人一个有尊严的工作
平台，让残疾人过上有尊严、体面
的生活。

“我自己就是残疾人，明白当
这个群体走向社会时是多么无
助。”2016年，怀揣着一颗回报家
乡和服务残疾朋友的初心，李王花
毅然放弃了在广州的稳定事业，在
海口创办了自己的服饰有限公司，
完成了一位残疾“打工小妹”到女
企业家的华丽蜕变。

李王花不仅用双手创造出了幸
福生活，还将这份光和热传递给了
他人。得益于前期积累的丰富经
验，服装公司市场稳定，先后辐射
带动和培训了包括脑瘫、肢体残
疾、聋哑、智力障碍等上百名残疾
人掌握服装加工生产技能。

在工厂工作的残疾人，在就业
过程当中找到尊严和快乐，不再成
为家庭和社会的包袱。和普通员工

一样，残疾员工在多劳多得的激励
下，最高工资可达6000元以上。

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
情来势汹汹。海南各大医院急需手术
服、医护服等用品，已回广州过年的
李王花不断接到医院的订单。她随即
带着家人从广东返回海口，再开车把
住在周边市县的8名残疾员工一个个
接回公司。

产业链上游的厂家大部分放假
了，一时无法买到原材料，她费尽
周折才联系到位于江西、河南等地
的 14 个工厂。“原材料走普通物
流，每米布只要0.5元运费，但走快
递，每米布要6元至7元运费，成本
增加了很多。当时我也顾不上考虑
成本，亏本也要满足医院需求。”李
王花说。

上午 8时开工，一直干到晚上
11时。一个多月的时间，李王花和
她的员工马不停蹄忙生产，为省内多
家医院提供了6000余件价值30多万
元的医护用品，解了燃眉之急。与此
同时，李王花还通过合作方等渠道，
紧急购买口罩、防护服、酒精等价值
6万多元的一批防护用品，捐赠给奋
战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

2019年至2020年，李王花投资
120余万元，在临高县东英镇和新村
创办“阳光助残就业帮扶车间”。这
间服装厂，悄然改变了村里原本的面
貌，更悄然改变着很多残障者的生活
……未来，临高车间可为50-70人
提供就业岗位。同时，公司还计划在
保亭、儋州等地创办阳光助残就业帮
扶车间。

多年来，李王花热爱公益的行动
从来都没有停下，从2014年至今，
连续资助几名山区贫困学生上大学并
多次接济贫困残疾家庭。正如她所说
的，“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善良又努
力的人。我会再接再厉，发挥模范作
用，扛起责任担当。”

（任桐）

李王花：助残就业 扛起责任担当

对哈尔滨人来说，谢尚威这
个名字再熟悉不过，他挺身而出
的故事口口相传，大大小小的公
益行动常见他无私奉献的身影，
以他名字命名的志愿服务团队，
一直是传承新时代雷锋精神和传
播社会公益正能量的先锋。

早在谢尚威13岁时就曾救
起一位溺水的女孩，2009 年他
又将被汽车刮倒受伤的男孩送到
医院抢救，还用身上全部 1900
元交了医疗费……而最为人们熟
知的故事发生在2012年。

那年冬天，双城区一名 15
岁少年不慎从五楼坠落，路过的
谢尚威箭步上前徒手接住了他。
英勇无畏的壮举很快在互联网上
广泛传播，无数网友因他的挺身
而出深受感动，不到一天时间，
谢尚威成了网络上的“英雄”、
人们争相传诵的“最美叔叔”。
从那时起，这件事让他朦胧地意
识到，互联网在正能量传播方面
的巨大能量。

谢尚威早年在深圳打工时，
就经常到敬老院、脑瘫患儿中心
等地参加志愿服务，但组建一支
志愿者服务队是当时“不敢有的
想法”。“最美叔叔”的事迹传开
后，他得到许多人的鼓励，

2013 年 1 月 30 日这一天，
“不敢想”变为了现实，“谢尚威
学雷锋志愿服务队”成立了。

本着少喊口号多干实事的想
法，志愿服务队早期主要以线下
志愿服务活动为主。但无声的志
愿服务得到了网友的关注、赞许
和宣传，志愿者们悄无声息的实
事儿很快在网络上泛起范围巨
大、影响深远的波浪。很快，大
量志愿者加入进来，服务队成立
仅两年志愿者总人数超过4万人

次，长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志愿
者近千人，志愿服务的力量快速成
长，累计开展志愿服务达到30万
小时。

2017 年 7 月，服务队提档升
级为“哈尔滨市尚威志愿者协
会”，全面进入组织化、规范化的
运作阶段。其公益服务范围包含宣
传党建、推动志愿服务体系建立和
完善、宣传提升市民道德建设、为
公益事业助力、参与社会福利服务
事业、志愿者服务品牌化培训等多
项内容，志愿服务不断升级，为公
益注入了新内涵。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谢尚威
立刻召集广大志愿者启动应急响
应。他先后号召近千名志愿者到社
区卡点参与疫情防控，同时组织开
展了“战疫勇为”义务采买志愿服
务活动，通过志愿者上门服务的方
式，为居家隔离者、孤寡老人、残
疾人等群体义务运送生活必要物
资。

时至今日，得益于互联网的力
量，越来越多志愿服务从“干活、
捐钱”拓展到分享知识、提供智慧
服务。从街头巷尾发展到网络、
App，谢尚威和他的志愿者朋友们
持续活跃在黑龙江哈尔滨的大街小
巷，感染着更多人，也吸引着更多
力量不断加入。

“我始终有这样一种情结，想
力所能及地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
人。”谈到志愿服务，谢尚威表
示，公益“随着时代发展在变
化”，网络时代，志愿者更要成为

“智愿”者。
的确，在互联网新时代，公

益有很长的路要走，谢尚威和他
的志愿者朋友们已经开始为迎接
志愿服务信息化这一系列新挑战
而做好准备。 （冰城）

谢尚威：志愿者要成为“智愿”者

面馆老板的三个“没想到”

过山车，对于43岁的孙合理来
说依然是个新鲜事物。然而，两个多
月以来遇上的那些事儿“就像演电影
一样”，让这位面馆老板的心情忽上
忽下，胜似在过山车上起起伏伏。

“爱心烩面老板遭无端掌掴”“4
位年轻人吃 8 元烩面悄悄付 5200
元”，近日发生的两件事看似风马牛
不相及，却让河南省郑州市国基路与
丰庆路交叉口东北角的一家烩面馆上
了微博热搜。

面馆老板名叫孙合理，因连续
10多年坚持免费为环卫工、残障人
士等送羊肉，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羊
肉哥”。今年10月，他在店里推出8
元一碗的爱心烩面，其中“环卫工、
农民工、65 岁以上老人 5元一碗，
重度残疾人、低保户、五保户等特殊
群体3元一碗”。如果遇到了困难，
直接说一句来碗“爱心面”，就能免
费吃饱。

可孙合理没想到，自己好心做好
事却被扇耳光。“附近的村民喝多
了，一时冲动到店里闹事，已经向我
道了歉。当时挺寒心的，可后来就被
大家焐热了。”孙合理告诉记者，更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被打后去派出所
处理事情、面店无人看管的一个多小
时，知道他受委屈的网友蜂拥而至，
他们自发地拉面、煮面，通过二维码
支付了饭钱，不少人还多给了一些，
甚至还有人帮他把店面清扫干净、用
过的碗也洗了出来……

让孙合理没想到的另一件事，是
最近先后有4名年轻人到店里吃面，
原本8元钱一碗，结果他们分别悄悄
用手机支付了800元、800元、1600
元、2000元，合计5200元，这几位
年轻人一致表示，多余的钱是用来请
环卫工、残疾人和低保户吃面的。

还有一些客人来店里钱付完面没
吃，就直接走了，“类似这样的爱心
捐赠，几乎每天都有。”孙合理说。

一碗面温暖一座城

说起河南知名美食烩面，相信很
多人都不陌生。碗大，面多，汤鲜，
尤其在冬日里来上一碗，热气腾腾，

驱寒的同时令人回味无穷。如今哪怕是
小县城，一碗普通烩面都要10多元钱。

起初孙合理做的是烤全羊生意。今
年，郑州先后经历了暴雨和疫情，期间小
店都处于关门状态。入秋后思来想去，孙
合理决定卖烩面，一碗只要8元钱。

为啥卖8元？孙合理说，就是为了
让更多的人吃上一碗面，“可能他失业
了，可能他是落难了，可能他口袋里只
有8元钱。我们要做的就是为这个城市
点一盏灯、为来往的人送点温暖，就够
了。况且说心里话，8元钱的价格不
高，也不至于亏本。”

低廉的价格，美味的烩面，果然吸
引了不少人。特别是附近的环卫工纷纷
慕名而来，大家伙不约而同地给孙合理
竖起了大拇指。

为了减少开销，买菜、切配、炖
汤、打扫、刷碗……这些正常店面至少
三四个人才能完成的活儿，孙合理的面
馆只有他一个人顶着。从早7点备餐到
晚10点收餐，像陀螺一样在店里不停
地转。不远处，他的爱人在租住的30
平方米屋子里，照顾着一双儿女的饮食
起居。

一直做好事的孙合理感染了很多
人，包括他的徒弟。学成之时，徒弟没
有像一般人那样摆“谢师宴”，而是自
己花钱买了肉和菜，做好饭免费送给附
近的环卫工人。

孙合理携家带口在郑州漂泊三十几
年，至今一家人都还在打地铺。但是，
他却用自己店面微薄的盈利，免费给有
需要的人送面、送羊肉。

一个人的力量或许薄弱，但只要坚
持下去，总能看见阳光。以孙合理为起
点，整座城市行动起来，越来越多人开
始接棒，出钱买面，免费请附近的环卫
工人和农民工吃饭。

“善意就是一种力量”

其实孙合理的童年，比很多人都心
酸。1978年，他出生于周口市太康县
高朗乡一个贫困家庭。从记事起，父亲
就一直在病中，母亲又有智力缺陷，家
里还有弟弟和年迈的奶奶需要照顾。

在孙合理12岁那年，父亲因病去
世，他拼了命地干农活、用尽一个少年
所有的力量去担起一个家。一片黯淡
中，是周围人的善意点亮了希望的光。

“到饭点的时候，路过村里其他人

家，都会问我‘孩子吃了没’，我说
‘吃了’，人家就说‘你家肯定没做饭，
孩子我给你蒸馍吃’。”孙合理告诉记
者，全村及邻村八成以上人家的饭他都
吃过，有一次大雨冲垮了自家的土坯
房，是乡亲们带着一砖一瓦，帮着把房
子建起来的。他至今还记得一名叫高红
昌的小学同学，不仅时常喊他到自家吃
饭，还在刺骨的冬日送给他一件“很扎
实的棉衣，穿在身上可暖和了”。

日子清苦，但奶奶临终前留下的一
句话，孙合理一直记在心里——“你是
吃别人家的饭长大的，以后你要记得回
报别人。”

打小吃百家饭长大，从18岁出来
打工，有了第一份收入起，孙合理就立
下了回馈感恩的誓言。从摆摊烤串开
始，一张书写着“残障人士、环卫工可
以免费领取一个烤烧饼和烤串”的牌子
便挂在了他的烧烤摊前。后来烧烤摊变

成了烤全羊店，他就趁着春节，把羊肉
分给环卫工人、流浪汉。再后来，他开
起了8元烩面馆，尽自己所能传递爱
心。

不仅如此，10余载寒来暑往，每
逢元宵节、冬至等一些节日，孙合理都
会在店门口给65岁以上的老人、环卫
工、农民工送元宵、送饺子。这些善
举，让他收获了“河南省百强正能量人
物”“温暖郑州十大人物”等荣誉。

令孙合理颇为欣慰的是，善意的种
子又传给了下一代。一连好几年，他的
孩子们在派发爱心羊肉时都会帮着装袋
派送。收到压岁钱，也总是拿出来给环
卫工爷爷奶奶们买水饺吃。

“原来就想过，以后不管干什么，
都无偿地帮助更困难的人。”在孙合理
看来，不管眼下或是今后处境如何，都
要把爱延续下去，“善意就是一种力
量，人活着就是要多做善事。”

“爱心烩面老板”的善意坚守
本报记者 赵莹莹

爱心故事
aixingushi

本报讯（记者 舒迪） 12月1日，
凤凰网行动者联盟2021公益盛典颁奖典
礼在广州举行。年度十大公益人物、年
度十大公益创意、年度十大公益项目、
年度十大公益企业和年度最具人气奖、
三大明星公益奖项均在现场揭晓。此
外，组委会联合推荐大奖、年度公益引
领大奖、公益直播影响力奖也首度颁出。

据了解，今年不少个人、社会组

织、企业奔赴各地抗洪一线，身体力行救
援受灾地区。为表彰和弘扬他们在抗击洪
灾中作出的突出贡献与无私奉献的精神，
今年行动者联盟公益盛典还特意新增“抗
洪行动奖”。

行动者联盟是凤凰网在 2016 年搭
建的公益平台，旨在推进公益圈与公益
组织、爱心企业以及明星名人之间互助
合作。

行动者联盟公益盛典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赵莹莹） 2021年
“我的民俗相册”——内地与港澳青少
年民俗摄影获奖作品线上颁奖典礼日前
在京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协会
（香港）、澳门基金会联合主办，以“电
子相册”形式展示了同学们的摄影参赛
作品，现场揭晓各个奖项。

颁奖典礼当天，来自北京、重庆、

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的合作方代表与师
生近百人共聚云端，交流活动心得，共话
民俗文化。自2016年起，中国宋庆龄基
金会联合两岸暨港澳有关机构发起“我的
民俗相册”系列活动，先后组织近400名
青少年走进陕西、北京、福建、重庆、贵
州等地，开展包括参访交流等系列活动。
活动自2020年起，连续两年纳入粤港澳
大湾区青少年公益年会配套公益项目。

“我的民俗相册”公益活动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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