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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宁馨）天
津市民政局日前召开“益路同
行·再出发”——基金会助力乡
村振兴动员部署会，总结经验与
成效，部署下一步项目与任务。

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
天津全市各家基金会投入乡村振
兴帮扶项目资金总计 1709 万
元，帮扶项目涵盖教育、医疗、

文化等领域，涉及西藏、新疆、甘
肃、青海等西部地区乡村。

会上，天津市小爱公益基金会
等多家基金会分享了承接乡村振兴
项目实施的经验收获，并与项目受
援地视频连线，了解项目落地后给
当地百姓生活带来的变化，当地群
众也反映了希望下一步项目跟进的
相关需求。

天津市各基金会积极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舒迪） 记者
从河南省慈善总会获悉，该会目
前正持续开展“致敬英雄”慰问
活动，通过走访慰问烈士父母、
烈士遗孀、烈士子女、英雄老
兵，用实际行动缅怀先烈、致敬
英雄。

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省慈
善总会会长邓永俭表示，崇尚英
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
英雄辈出，河南省慈善总会希望

通过“致敬英雄”之类的公益慈
善活动，汇聚多方爱心，进一步
营造尊崇英雄的氛围，在军民携
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大
潮中，激励更多追梦人奋勇前
行，保家卫国立新功。

本次活动将持续开展至8月
底，河南省慈善总会相关领导分
头行动，深入河南全省多地走访
慰问，营造尊崇英雄的氛围，为
强军事业贡献慈善力量。

河南省慈善总会开展“致敬英雄”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顾磊） 暑
假期间，为推进孩子们平安出
行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中华儿
慈会宇泽慈心联合中国保险资
产管理业协会、知心姐姐教育
服务中心等机构于8月6日推出
在线亲子平安课、急救课，还
包括面向乡村儿童的交通安全
夏令营。

活动中，来自北京警察学院

和贵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的警官
分别为孩子们讲授了交通安全、防
溺水、防火灾等安全常识。

宇泽慈心项目创始人安国俊表
示，希望更多人参与到儿童保护的
爱心传递中来，完善儿童平安出行
的安全教育和法治建设，让尊重生
命、平安驾驶、保护儿童的理念深
入千家万户，为孩子们的平安付出
更多爱心和责任心。

宇泽慈心推出暑期在线平安课

地震、海啸、洪水、台风……在福建省厦门市，有这样一群“蓝色”的身影：危难关头，他们向险而行；凶

险时分，他们争分夺秒；生死边缘，他们予人希望。他们是厦门市的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人生前半程，他

在军旅中铸就铮铮铁骨；不惑后，他义无反顾行走在公益救援路上。他说——

早已写好的遗书

暑期来临，溺水伤亡事件进入高
风险期，厦门市曙光救援队也更加忙
碌。

7月下旬一个普通周末，凌晨12∶50
分，厦门市曙光救援队刚刚在厦门海
域结束紧张的海上搜寻任务，又接到
漳州一起救助请求：两名少年于前日
傍晚在山边戏水时失踪。

全体队员紧急规整装备，驱车前
往。凌晨2∶20分，队长王刚带领队员
们到达现场。深夜徒步，翻越陡峭的山
崖，救援队经过3个小时的努力，在溪
流的深潭内找到年仅13岁和17岁的
两位少年的遗体，并移交家属和警方。

王刚带领队员为逝者默哀收队
后，已是早上6点，清晨的阳光洒在每
个队员身上。这样披星戴月的整夜奋
战，对王刚和队员们来说是常事。“每
天大概只能睡4个多小时，其余大部
分时间要么在救援，要么就是忙队里
的大小事宜。”这些年，救援队的工作
几乎成了王刚的全部，他和妻子索性
把家搬到了队里。

对于第一次救援，王刚记忆犹新。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救援，彻底改变
了王刚的生命轨迹。在灾区，王刚第一
次直面死亡，第一次感受到深深的绝
望与无力。自那以后，王刚心里有了一
个强烈的念头，他想要去救助别人，他
想成为别人危难时刻生命的“曙光”，
这也是救援队名字的由来。

2014年6月1日，作为退伍军人
的王刚自筹资金，同其他13位爱心人
士一起，注册了厦门曙光救援队。那
年，他38岁。“我们的初心很简单，就
是救人，不图回报地救人。”当时的王
刚，还不懂如何带领一个团队，但他
说，方向有了就好，路都是慢慢探索出
来的。

从此，向险而行，逆流而上成了他
的常态。多年来王刚牵头组织并亲身
参与全队90%以上的救援任务，其中
包括尼泊尔地震救援行动、厄瓜多尔
地震救援、多地水灾救援等国内外救
援任务。

救援队对社会提供的所有救援全
部免费，“我觉得，在营救一个生命面
前，我们没有资格开出具体的价格。”
王刚说。

多年执行救援任务，看过瓦砾下、
黑暗中等待救援的人们无助的眼神，
王刚和队员们更懂得了“曙光”的意
义。救援队一路走来是艰辛的，但在每
次救援中都会全力以赴。“就像一个疯

子领着一群傻子，全年无休做救援。”王
刚笑着说。

由于救援任务不可避免的危险性，
今年46岁的王刚早已写好了遗书。几年
前，他的遗书内容事无巨细，写满好几页
纸，如今，见过了太多生死场面的王刚把
身外之物看得很淡，他的遗书内容也已
缩减到寥寥二三百字，但其中有一句话
一直未变：“能在自己热爱的使命和任务
中离开人世，于我而言是最大的圆满。”

英雄亦是凡人

平日里，曙光救援队队员们有着平
凡的职业，教师、司机、外卖员、大学生
……一旦接到任务，他们立即换上蓝色
队服，化身人们眼中的英雄。他们虽然没
有与生俱来的超能力，但在灾难面前，总
会竭尽全力去挽救每一个生命。

英雄的另一面，往往有着他人看不
见的牺牲与挣扎。自曙光救援队成立以
来，经费一直是王刚绕不开的难题。

救援资金的来源大多依靠社会捐
赠。2016年是曙光救援队重灾救援比较
多的一年，在密集的救援任务下，曙光一
度弹尽粮绝。

“当时队里实在没钱买装备了，就卖
掉了自己家的两栋房子。”王刚说。

如今，随着知名度的提升和队伍的
壮大，曙光救援队勉强可以实现收支平
衡，但是，救援队的日常办公场所，至今
仍设在存放救援装备的仓库中。

从事公益救援这些年，王刚身上大

大小小的伤已经多到数不清了。其中最重
的一处伤，是2015年在山中搜救探险驴
友时造成的腿部韧带撕裂和半月板损伤。

“这个伤差不多每年都会复发。”几
乎每年冬天，王刚都会有一个月左右时
间与拐杖为伴。

除了身体上的伤痛，经年累月直面
死亡，对王刚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
2008年参与汶川地震救援后，王刚即被
诊断患有PDST（创伤后应激障碍），这
些年情况愈发严重。

一身病痛，有没有想过放弃？“想过
无数次，但公益救援这条路，走得越远越
没办法放弃，队里有那么多热爱公益的
同路人，社会上还有那么多市民信任我
们救援队。”王刚说：“即使有天卸任队
长，但公益救援还是会一直做下去。”

2019年底，王刚的妻子确诊为癌症
晚期。在得知王刚妻子患病后，很多他曾
救助过的人主动提出资助，但王刚没有
接受一分钱，“我们没到山穷水尽的时
候，做公益这么多年让我看到，很多人比
我们更需要帮助。”

近两年，妻子接受了手术治疗，状况
稳定下来。“现在她在我们队里做一些后
勤工作。”王刚有些愧疚地说。

予人曙光也收获善意

没有救援任务时，王刚习惯每天对
救援设备进行一次检查。“救援必须专
业，没有专业的设备，很多时候会徒劳无
功。”

“成为正式曙光救援队队员之前，需
要通过400个小时的任务训练，三项以
上救援技能考核，才有资格自费购买曙
光的救援队服，佩戴救援铭牌。”王刚说。

队员们分文不取，加入队伍全凭一
腔热血，助人救人后的成就感是最好的
奖赏。“所以队员们要有份养家糊口的工
作，而且身体要过硬，很多救援任务是在
夜里。”王刚说。

“我们的队服很酷，是定制的，只有
正式队员才有资格自费购买。”王刚笑
言，身上这套特殊面料做的队服对年轻
人很有吸引力。

在做公益救援的这条长路上，王刚
感受到了很多来自社会的善意和温暖。
也正是这许许多多温暖的瞬间，给予了
他坚持下去的力量以及前行的动力。

“有一位90岁的老奶奶王丽华，在
报纸上看到了我们的报道，此后每年都
会在‘七一’这天给我们捐款10099元，
99是对我们救援队的祝福，已经坚持很
多年了。”王刚说。

此外，有不少企业家也在持续给予
曙光救援队支持。“很多人说，虽然不能
亲自参与救援，但能为你们做点事，心里
也高兴。”这些来自社会一点一滴的善
意，总能让王刚的心变得柔软，一切艰难
困苦似乎都不再那么难，他在公益救援
路上的步伐愈发坚定。

在曙光队员的不懈努力和社会支持
下，曙光救援队目前已经拥有潜水特勤
组、救援搜救犬队、山地高空救援组、水域
救援组、建筑坍塌救援组、声呐搜寻组、心
理危机干预组七个救援专业体系，可根据
不同的灾害作出不同等级的救援应对。

如今，凭借专业化的队伍建设和在
各大救援任务中的出色表现，曙光救援
队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交通运输部东海
第二救援飞行队、交通运输部东海救捞
局都建立了良好的沟通联动机制和合作
关系。

“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最
美搜救人”“福建省最美退役军人”，逆行
路上，王刚获得很多殊荣。王刚说，这是他
和队友共同的荣誉，“越来越多人信任曙
光救援队，也越来越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
担子。”公益救援路上，王刚影响了很多人
加入进来，“这也是最大的收获。”

“前半生爬冰卧雪，手握钢枪，苦练
本领。不惑后，披星戴月，竭尽全力在灾
区救死扶伤，在充满荆棘的道路上不断
前行。也有意想不到的挫折，碰壁的时候
也想回头，但总放不下心中的曙光。”这
是王刚写在自己遗书里的一句话，也是
他对自己人生前半程的总结，“对于前半
生，我很满足，未来，我希望和队友们一
起为更多人带去曙光。”王刚坚定地说。

““我愿意成为他人危难时的曙光我愿意成为他人危难时的曙光””
本报记者 郭帅

8 月 3 日，一则讣告刷
屏了江西省上栗县很多长平
乡人的微信朋友圈：江西省
上栗县长平人民教育基金会
创始人、终身名誉理事长、
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获得
者、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中国好人李维正同志于
2022年 8月 2日 19时因病去
世，享年94岁……

听闻消息，长平人民教
育基金会同仁及李维正曾经
资助过的学生们心情久久难
以平复，很多当年受助学生
赶回家乡，希望能送李校长
最后一程。

关于李维正的故事，本
报曾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 11
版刊发报道：他扎根山区学
校，奉献乡村教育 30余载；
他不计回报，从微薄的工资
中挤出钱来资助困境学子成
就人生；他退而不休，和其
他4位退休老师一起创办长
平人民教育基金会奖学奖教
助学，让过去的省级贫困乡
连续20多年再无一人因贫辍
学。

基金会自成立后，共发放奖励资
助金 25 次，受奖受助共计 4115 人
次，总金额267万元。一群热心教育
事业的老者，一颗颗爱心，一份份担
当，让一位又一位学子安心完成了学
业，这份爱心也像泉水般滋养着孩子
们稚嫩的心灵，很多孩子在工作后也
毅然走上了公益慈善的道路。

不要一分钱报酬，不报一分钱餐
馆发票和烟酒发票，不图个人回报。
这个“三不原则”是基金会刚成立时
李维正定下来的，至今仍是基金会雷
打不动的规矩。

“没想到当初一个简单的想法，
在不知不觉中竟然走过了 26 个春

秋，回过头来看长平人民
教育基金会走过的路，我
们都很敬佩和感动于李老
的一路坚守，也一定会把
这样的精神传承下去。”长
平人民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陈碧清说。

陈碧清告诉记者，随
着李维正年龄增大，病情
复发，需要住院治疗，可
他从来都不住大医院。李
维正总说：“住县医院花钱
少，能为国家节约一分钱
也是好的。”当人们问他为
什么自己生活这样节俭，
帮助他人却那么舍得时，
他常说：“节俭自己，帮助
困境学生渡过难关，看到
他 们 成 就 事 业 ， 改 变 人
生，值得。”

“日常生活中，李老也
是一直保持布衣旧衫常相
伴、一天两餐粗茶淡饭的
俭朴作风。”陈碧清说，村
里修路资金有缺口，李维
正四处奔波筹款。而他的
牙齿脱落多年，因费用问
题，却迟迟未换。

“李老虽然去了，但这份爱会一
直延续下去。”瞿刚曾受过李维正诸
多帮助，他说，李校长点燃了他和很
多乡村孩子的希望和未来。工作后的
瞿刚，每个月都会定时捐款给李维正
创办的基金会。“可以说，没有李老
和基金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希望把
李老的精神撒播到更多的角落。”

很多人如瞿刚一样，因为李维正
的帮助而圆了大学梦，他们又把这份
温暖传递给更多的困境学子。基金会
成立 26 年来，先后有 4200 余人成为
基金会会员。如今，长平人民教育基
金会就像一盏灯，照亮了长平乡每个
孩子的上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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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我来给您剪头发。”“爷爷，
一起出去散步吗？”家住重庆的蒋玲今年
28岁，是一位养老志愿者，每天都要和
许多老人打交道。一年下来，她和不少
老人结缘，用自己的行动温暖他们，成
了很多留守老人生活中重要的角色。

2021 年，蒋玲成为一个关怀乡村
留守老人项目组的成员，踏上了志愿服
务的道路。培训、考核、上岗，从此，
蒋玲的生活与老人密不可分。

低保老人、高龄空巢老人、残疾老
人，都是蒋玲的帮扶对象。老人的年纪
从 60 岁到 80 岁不等，身边一般没有子
女陪伴，格外需要他人的关怀与温情。

万事开头难。刚做志愿者时，蒋玲
没想到，等着她的，并不是想象中的微
笑与欢迎，而是距离与防备。

去年，她接触到一位脾气有些古怪
的张姓爷爷。张爷爷今年 65 岁，单身
独居，平时家里没人。蒋玲第一次去就
吃了闭门羹，任她怎么问话，张爷爷始
终紧紧抿着嘴巴，闭口不答。蒋玲给他
打电话，电话接通，蒋玲热情道：“爷
爷，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
的！”话只说了一半，张爷爷毫不留情
地挂断了电话。蒋玲再次碰壁，有些不
知所措。

“唯有‘厚脸皮’坚持下去。”蒋玲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坚持不懈拜访 5 次，
终于让张爷爷的态度开始软化。“后来
帮他解决了很多生活中的小问题，张爷
爷也渐渐接纳了我。”有时，张爷爷还
会主动给蒋玲打个电话。从一个不爱与
人交流的古怪老人，变成了一个信任他
人的慈祥爷爷，蒋玲知道，她的努力没
有白费。

一直以来，最让蒋玲感动和感到鼓
舞的，就是像张爷爷这样的老人对她态

度的转变。
“留守老人大多渴望有人陪伴。”平

日里，陪伴老人就成了蒋玲的重要工
作。看老人头发长了，蒋玲就帮他们剪
发；有人指甲太长，蒋玲就拿出指甲
刀；有人想出去转转，蒋玲就陪着他们
去乡间小路上慢悠悠散步。“大多数老
人都很腼腆，不好意思，一直跟我说谢
谢。”蒋玲说。

有一次，蒋玲在志愿服务中听到一
处院子里争吵声越发激烈，赶紧进去劝
说。“那位婆婆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有点精神疾病，平日由孙女和孙女婿照
顾，她希望能马上和子女们照张全家
福，可孩子们都因为在外地工作暂时回
不来。”

为了弥补婆婆的遗憾，蒋玲想自己
陪婆婆去附近的景区拍些好看的照片，
但老人因为太过思念孩子止不住地流
泪，频频摇头。

“我联系过婆婆的孩子，其实两个
儿子对她都挺好的，只是工作太忙了，
老人太孤独。”在蒋玲耐心的安慰中，
老人终于擦擦眼泪，指着衣柜说：“那
我穿那件红色的衣服拍吧。”

拍摄当天，婆婆的孙女、孙女婿和
几位志愿者陪伴左右，“婆婆那天开心
极了，笑得像个孩子。”蒋玲说。

平时，蒋玲也会和其他志愿者们联
系村医举办义诊活动，把老人们请出来
开茶话会，让孤独寂寞的老人重新露出
笑容。节日来临，他们也会各出奇招，
策划各种活动方案，陪伴老人们度过一
个个别有意趣的节日。

“成为志愿者这一年收获非常多，
自己也成长和改变了很多。”蒋玲说，

“我希望能一直保持初心去做好这件
事，陪伴更多留守老人。” （许吉健）

为了留守老人不再孤单……为了留守老人不再孤单……

在西安街头，有一家名叫義
彤的皮具护理店。走进店里，摆
在货架上的鞋子引人注目。乍看
过去，这些鞋子和待出售的新鞋
无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店
里其余部分的杂乱，皮箱、工
具、各式各样的鞋子，几乎将坐
在凳子上埋头工作的孙靖淹没，
他就是这家不起眼的皮具护理店
老板。

这十几平方米的空间，既是
孙靖的工作室，也是他的家。
店里还有一张床和一个炉灶，它
们是孙靖从旧货市场淘回来的，
破旧、便宜，只图解决温饱。

这家店，对七八十岁的老人
免单，对困境学生免单，对环卫
工人、残障人士免单……

好心肠，加上好手艺，来修
鞋的顾客倒也不少。和客人熟悉
了，孙靖就发动他们把家里闲置
的旧鞋交给小店，修补、清洗、
消毒，然后一一用透明胶袋装
好，写上尺码，整齐地摆在货架
上，最后定期捐给当地红十
字会。

生意不错，照理说孙靖可以
过得不必如此拮据，但他确实没
有多余的钱。

从 2016 年开始，孙靖每年
通过西安市碑林区红十字会捐款
1000 元，通过媒体给困境大学
生捐助1000元；2019年通过西
安市红十字会捐款 1000元，为
特殊儿童捐款1000元，通过腾
讯公益捐款3000余元；2019年
通 过 西 安 慈 善 协 会 捐 款 1 万
元 ； 2020 年 为 湖 北 抗 疫 捐 款
5000元……

这些捐款，只是修鞋老人孙
靖记得的，还有许多捐款他不记
得了，也希望别人不要记得他，

“因为当年帮助我们的人我也不
知道有谁。”孙靖笑着说。

孙 靖 说 的 当 年 ， 是 2004
年。那时候，他跟妻儿一家生活
在山东烟台，上初一的儿子海栋
突然得了白血病，这个消息犹如
晴天霹雳。天文数字般的治疗
费，让本就不富裕的一家人一度
陷入绝望。

但孙靖没想到的是，通过互
联网，他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
无论是在老家山东，还是后来他
们求医的广东，素不相识的人们
为孙靖的爱子之心动容，你100
我 50，先后为海栋捐款 100 余
万元。

不幸的是，因术后排异，海栋
还是于2005年的冬天去世了。悲痛
万分的孙靖，含泪将儿子的遗体捐
献给医疗机构，供科研人员进行医
学研究。

孙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
要走的路，才刚刚开始。从那以
后，为了走出阴霾，孙靖拼命打
工，存上一些钱就往医院送，捐给
急需用钱的白血病患儿。“看着那
些孩子，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能治好一个也是好的。”孙靖总是
忍不住流泪。

没过几年，孙靖的妻子也离开
了人世，他开始一个人的漂泊生
活。为了生存，他在好心人的帮助
下学会了修鞋的手艺，先后辗转重
庆、西安等地靠修鞋谋生。修鞋的
营生能比原来打工挣得多些，存
下1000、5000、1万元的整数，孙
靖就把钱捐出去。

“虽然我挣得不多，但也是心
意，哪怕多帮一个孩子也知足。”
虽然捐款总是不假思索，但孙靖对
自己却异常“抠门”。平时，孙靖
的一日三餐尽量从简，“买些萝
卜、土豆、豆腐，煮一顿能吃上两
三天，方便。”有时也能在店里看
到些好点的饭菜，那是周围的邻居
实在看不过去，不时给孙靖送过来
的，“实在推脱不了，邻居们太热
情，我就给他们修鞋。”孙靖笑
着说。

就是洗手，孙靖都有自己的节
水“妙招”：“用手把水从脸盆里勾
出来，不需要多少水，手就洗干净
了。”

那些捐出去的钱，孙靖就是这
样一点点省出来的。“我过得很
好，啥也不缺。只要兜里有钱，我
全掏。”孙靖说，不敢用“捐”这
个字：“因为担不起，我是回报那
些当年帮助过我们的人。”

1万元，孙靖要攒很久，但他
“掏”得痛快。“掏出去心里才舒
服。”孙靖微微一笑，“钱放在我兜
里，有什么意义？帮助别人，在他
身上起作用，钱才有它真正的价
值。”

说起海栋，年过七旬的孙靖仍
然眼眶泛红，儿子稚气未脱的笑
脸，永远定格在他珍藏的相册里。
这份爱与思念，伴随着日渐苍老的
孙靖，凝固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
悄无声息，只有手中的剪刀锤子，
日复一日地诉说着人间的温情，慢
慢走过岁月，走向永恒。

（袁霖）

“只要兜里有钱，我全掏”

王刚在地震救援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