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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丹阳市，每逢节假日，总
能看到一批身穿印有“如意慈善”黄马
甲的志愿者活跃在大街小巷、田间地
头。他们走到哪里，欢声笑语就跟到哪
里。这群“小黄人”的领头人是镇江市
政协委员、丹阳市如意慈善公益服务
团总队长丁斌。

丁斌是一位律师，除了日常“正
业”外，他把剩余的精力和时间全部放
在了社会慈善公益、热心为人做好事
的“闲业”上。

丁斌出生于丹阳一个普通农家，
因为家境贫困，幼时时常得到乡邻帮
助。“等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回报家
乡。”这个信念一直在丁斌心里生根
发芽。

2014年初，丁斌创建了“逍遥如
意”微信群，希望了解和帮助身边需要
帮助的人。从此，就有了丁斌的第一
次、第二次、第三次帮扶……后来，向
他求助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微信群以
外也有慕名前来求助的。

“有求，就得有助。”丁斌自己个人
能力不及，他就动员有能力的身边人
一起相助。每每看到受助对象笑了，他
的嘴角也不自觉上扬。

2016 年，丁斌正式发起成立了
“如意慈善公益服务团”，专门致力于
帮助丹阳困难群体，慈善服务成为他
每天工作以外的头等大事。

“小思睿，最近怎么样，上小学还
适应吗？”丁斌的手机屏幕上，思睿架
着一副小眼镜耐心研究着眼前的积木
玩具，听到丁伯伯的声音，赶忙上前问

好。
6年前，刚刚8个月的小思睿查出神

经母细胞瘤。为了治病，家里花光了积
蓄，还欠下不少外债。“最困难的时候认
识了丁大哥，不仅帮我们募集善款，还总
来家里鼓励安慰我们，要不真不知道那
段时间怎么过。”思睿妈妈看着眼前活蹦
乱跳的孩子，哽咽地说。后来，丁斌还带
领团队帮着思睿一家售卖农产品。“这样
也能帮着他们早点还清外债。希望他们
早点走出阴霾，有困难大家都帮一把，也
许就从泥潭里出来了。”丁斌说。

如今，思睿的爸爸也加入了“如意
慈善”团队，用他的方式继续将爱心传
递下去。

像思睿这样的困境儿童是丁斌最大
的牵挂，为此他专门创建了“如意慈善·
困境儿童分队”，对其中24名困境儿童
提供长期心理疏导及学习指导。“每年都
会给这些孩子举办集体生日会，寒暑假
带他们去周边大学、纪念馆参观。”丁斌
说，希望这些孩子有个开心快乐的童年。

从当初的一个“逍遥如意”群发展到
如今的20多个“如意慈善”群，从当初不
到百人发展到如今近4000人，丁斌前后
带动过上万人参与慈善公益活动。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团队的
力量会无限大。”未来，丁斌希望带动更
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共同做慈善：“我
的梦想是搭建一座暖心的桥梁，一边连
接住困难群众，帮他们脱困；另一边连接
着爱心企业和人士，让有能力的人去帮
助更多的人。”

（吴加瑞）

“我想搭建一座暖心的桥梁”
——一位基层政协委员的慈善故事

本报讯（记者 舒迪）记者从江
西省慈善总会获悉，江西省2022年

“农商银行·助你圆梦”慈善助学金
发放仪式近日在南昌举行。“农商银
行·助你圆梦”慈善助学活动由江西
省慈善总会联合江西辖内农商银行开
展，江西辖内农商银行通过“百福慈
善基金会”资助省内2080名今年高
考分数达到一本线以上的家庭困难大

学生，发放助学金1040万元。
从2018年开始，江西农商银行与江

西省慈善总会合作，已经连续5年，先后
捐赠资金5460万元，让1.03万名寒门
学子由此改变人生。据介绍，江西农商银
行已经连续11年开展公益助学活动，每
年对江西省内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进行
资助， 至今已累计捐款超过1.2亿元，
资助了5.5万余名困难学子就学升学。

江西省慈善总会发放慈善助学金

本报讯（记者 舒迪）由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携手北京尤伦斯艺术基金
会开展的“为孩子开启艺术之门”公
益活动，近日在北京798艺术中心举
行，为大病儿童与医务人员子女带去
难忘的艺术之旅和温馨的亲子时光。
此次活动还向孩子们发放了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儿童版“小红袋”，为他们
提供内容齐全且高质量的生活必需品

及陪伴品。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携手北京尤伦斯艺术基金会等
开展的儿童艺术关怀之旅活动已在北
京、深圳相继开展，接下来还将继续走
进上海、广西等地，为困境儿童开展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公益活动，满足他
们的实际需求，鼓励他们勇敢面对困
难、积极面对生活。

用艺术关爱儿童健康——

大病儿童与医务人员子女走进北京798

本报讯（记者 鲍蔓华） 8月14
日，两名环卫工人在“户外工作者”
爱心冰箱免费取水畅饮后，露出满面
笑容。

自今年7月 20日以来，由浙江
宁波市北仑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北仑区慈善总会义工分会、北仑区同
心圆社会服务中心、“同心向党·善
行北仑”委员工作室共同发起，社会
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商家）捐献的
8台“爱心”冰箱陆续“现身”在城
区不同的位置，免费为环卫工人、交
通劝导员、交警、外卖小哥等户外工
作者提供矿泉水等饮品，为高温下坚

守岗位的户外工作者送上一份关心、送
去一份清凉。在爱心人士的带动和引领
下，不断有外卖小哥等加入给“爱心”
冰箱补给饮品的行列中。

爱心冰箱“现”街头 免费冰水送清凉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 8月19
日第五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白求恩公益基
金会与京东健康联合发起“医暖仁
心”公益项目。

据介绍，该项目将通过线上和线
下多种形式，开展义诊和健康知识科
普活动，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
便捷、可及的诊疗服务，帮助公众树
立科学的健康医疗观念。与此同时，

还将为部分困难患者，尤其是异地求医
困难的患者提供生活费用方面的救助与
支持。

“‘医暖仁心’公益项目将通过公
开面向社会募集、企业定向捐赠等形式
筹集善款。”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更多用户、医生和企业能够参与到

“医暖仁心”公益项目中，携手推动社
会健康公益事业发展，惠及更广泛的用
户群体。

“医暖仁心”助力缓解异地求医难题

“优优妈妈，您对明年‘聚乐部’
的志愿服务有哪些建议呀？”“洋洋，
你的钢琴练得怎么样啦？”……在福
建省福州市信任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创始人张洁总是忙忙碌碌。“外
表亲切温和，内心柔软善良。”是很
多人对她的评价。

2013 年，张洁不顾家人劝
阻，毅然放弃稳定工作，创办了福
州市信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并发
起流动儿童帮扶志愿服务项目——

“菁英地带·同沐阳光”，为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融入城市提供帮助。

“很多事好像冥冥之中注定
的，也许我生下来就应该是做这件
事的。”张洁笑着说，自己 9 岁
时，和农民工的缘分就结下了。

那年，张洁和邻居姐姐到福州
五一广场游玩时走散了。由于无法
与家人取得联系，她便在原地等
待，却一直没能等来邻居姐姐。天
越来越黑，张洁害怕起来。这时一
群路过的外来工人询问情况后，凑
了30多元钱帮她打车回家。

“到现在还记得他们给我的那一
摞皱皱巴巴的钱，都是 1 元的面
值，摞了很高。当时如果不是他
们，万一遇到坏人，后果不堪设
想。”从那时起，张洁便在心中埋下
一颗感恩的种子，“我当时就想，长
大了一定要找机会报答他们。现在
这颗爱的种子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我想帮助更多人。”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流动
儿童的问题往往都出在家庭层面。”多
年的志愿服务经历，让张洁对城市中
的流动人群有了更深的认识。2017
年，她创办了为流动妇女提供生活联
谊空间的“村童妈妈聚乐部”（“村童妈
妈”指有子女的进城务工女性），定期
举办有关妇女健康、情绪健康、亲子关
系及文化交流等活动。

一开始，前来参加“村童妈妈聚
乐部”的妈妈并不多。“被拒绝个七
八次都是正常的，但是没关系，我们
就一次次地介绍。”成为全职志愿者
以来，张洁体验最多的就是拒绝，

“心情肯定会受影响，觉得想做好一

件事太难了，但慢慢我们也看到了真
诚的力量。”

随着项目的不断开展，口口相传
之下，越来越多的妈妈加入这个项
目。闲暇时间，操着不同口音的妈妈
们一有空就会带着孩子到服务中心听
听讲座、做亲子互动游戏。“原来孩
子很叛逆，我说什么她偏要反着
做。”欢欢妈妈说：“多亏了志愿者
对我们及时的心理辅导，让我知道
孩子心里的想法，现在我和孩子之
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也觉得她懂
事了不少。”

“对外来务工家庭来说，妈妈常
奔波于生计，忽略了家庭关系与身体
健康的重要性。她们文化水平又普遍
不高，不太懂得如何处理家庭关系，
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张洁说：“只
有让这些妈妈改变，孩子们才能得到
更好的照顾。”

“在关注妈妈身心健康的同时，我
们也鼓励她们多学习一些技能，获得
更多就业机会。”这些年来，张洁动员
高校、社会团体、企业单位、家庭个人

等多渠道力量联合开展志愿服务，搭
建起“村童妈妈暖心驿站”，针对进城
务工女性举办免费技能提升班，为她
们提供就业创业帮扶。目前，已成功帮
助55名困难女性再就业。

张洁还不定期举办社区暖心驿站
就业集市，邀请用工单位到现场与失
业的村童妈妈面对面交流，帮助她们
获得就业机会。一些村童妈妈在张洁
的影响下，也成为志愿者，用自己的行
动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希望这些妈妈更好地发展
自己。她们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孩子们
也是一个正向的引导，这正是我们所
乐见的。”张洁说。

如今，在张洁的带领下，“村童妈
妈聚乐部”和福州市信任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前
来寻求帮助的农民工家庭也越来越
多，迄今已累计服务流动儿童及家庭
3万多人次。张洁也获评由中央宣传
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和单位共同组
织推选出的“最美志愿者”。

如今，那个曾经被暗夜微光照亮
的小女孩，用她将近10年的志愿服务
之路，践行着自己心里和农民工默默
许下的约定。“未来，我们希望可以将
这些经验推广复制到更多地方，同时
期待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进来，帮助
这个群体。”张洁说，她愿做照亮他
人的微光，在自己梦想的路上坚定地
走下去。

全国“最美志愿者”张洁：

“愿做照亮他人的微光”
本报记者 郭 帅

“看他们幸福了，我就觉

得幸福”

立秋一过，贵州省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逐渐凉爽起
来。微风吹过，高高低低的荷叶相
互簇拥着发出沙沙声，蓝天、白
云、村庄、绿叶与荷花构成了一幅
美丽的山水田园画卷。

清晨，位于普坪镇鲁沟塘村的
深山苗寨尚未苏醒，鲁沟塘居委会
卫生室乡村医生潘凤已经开始忙碌
起来。她细心擦拭着卫生室的角角
落落，再把出诊药箱里缺少的常用
药补齐。

这个药箱，从 1999 年开始，
她已经背了23年。

“嗡嗡嗡……”居委会微信群
里不断弹出消息，“已经热闹好几
天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祝贺
潘凤再次获奖，也祝福她医师节快
乐。8月17日，潘凤荣获2022年

“最美医生”称号。继“最美妇幼
天使”“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
红旗手”之后，这是潘凤获得的又
一项荣誉。

对于乡亲们热情的祝福，潘凤
有些不好意思，礼貌地一一回复。

“做医生是我从小的梦想，不仅如
愿以偿，还得到了乡亲们的信
任。”潘凤笑着说：“我和乡亲们就
像亲人一样，看他们幸福了，我就
觉得幸福。”

在乡亲们眼里，潘凤是好大
夫，更是好大姐、好“妈妈”、好

“女儿”。
不到 9点，70多岁的苗族老

太王发珍推开卫生室的门。“听说
闺女又获奖了，太好了，我不会摆
弄手机，专程过来一趟祝贺……”
她紧紧攥着潘凤的手。

这些年，每次来到卫生室，王
老太都只要求开五毛钱的止疼片。
可潘凤每次都坚持要给老人做个身
体检查，“老太太只有特别难受的
时候才会来卫生室找我，止疼片根
本不对症的。”仔细检查后，潘凤
都会对症下药，每次开的药几元到
几十元不等，看诊这么多年，潘凤
总共只收过王老太不到5元钱。

和王老太一样，在很多老人心
里，潘凤就是自己的女儿。村里几
百户人家，星星点点地分散在方圆
二三十里的莽莽大山。青壮年大多
外出务工，留下了不少老人和儿
童。对于不方便外出就医的老人，
潘凤就背着药箱上门服务。老人们
的身体状况，潘凤如数家珍。

“看到他们就想起父母，能为
他们多做点就多做点。”对于无儿
无女的家庭，上门看诊时，潘凤总
不忘带些老人爱吃的东西。

潘凤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有

限的。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困难病
人，她经常抽时间参加一些公益慈善
活动。这些年，她争取到不少专家义
诊的机会，还为不少困难病人争取到
爱心善款。

多年来，有那么多离开大山的机
会，潘凤为什么还要选择坚守？

“20多年，跟村民像亲人一样，
这种互相信任的感觉很好。乡亲们祖
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这座大山也是生
我养我的地方，怎么能叫坚守呢？”
潘凤回答记者说。

“我想守护大山里更多的

妈妈”

“小时候想做医生的初衷其实很
简单，就是守护自己的妈妈。”潘凤
告诉记者。

潘凤出生在安龙县普坪镇戈塘村
一个边远的苗族村寨，整个村子地处
半山腰上。初中时，潘凤的父亲患上
中风，久病的母亲病情加重，让这个
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哥哥出门打工了，母亲一周要
打两次吊瓶。”小小年纪的潘凤背负
起带母亲治病的重任。在潘凤的记忆
里，小时候除了上学、做家务，就是
背着母亲去看病。“到镇上要走十几
里的山路，每次来回就是一整天时
间。”潘凤哽咽地说：“真的太难了，
当时就想，村里要是有个医生就好
了。”

每次母女俩在路上走不动时，潘
凤总安慰道：“没事的妈妈，等我当
了医生，看病就没那么难了，到时我
自己给你治病。”每当这时，妈妈总
会笑得像个孩子。

实现梦想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家
境贫寒，初中毕业后的潘凤不得不外
出务工，干过装修、摆过地摊、当过

洗碗工……不到20岁的潘凤尝尽了
人间冷暖。“以为一辈子就要这样度
过了。”就在这时，家乡传来了好消
息，给她带来了希望：当地卫校面向
社会招生。

1995 年，25 岁的潘凤得偿所
愿，考取了原黔西南州卫生学校。对
于这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潘凤格外
珍惜，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那段时
间，潘凤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早点学
成返乡，治好妈妈的病。

可惜天不遂人愿，即将毕业
时，潘凤接到了母亲病逝的消息。

“当时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潘凤
说，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成了她永
远的遗憾。

学医归来，治好母亲病痛的愿
望落空了。面对莽莽大山，看到那
些和母亲一样善良的乡亲们，潘凤
有了新的人生目标。

“妈妈没有得到救治，我觉得
我应该为像妈妈一样需要帮助的
人做点事，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妈
妈没来得及体验的幸福。”潘凤对
自己说。

毕业后，同学们纷纷选择留在城
里，潘凤也得到不少机会，但她却义
无反顾地回到了大山。

1999年，潘凤成了村里唯一一
名医生。没房、没钱、没资助，潘凤
就在戈塘村租用民房办起了村卫生
室。卫生室还未正式开张，就有人找
上门来，一名产妇难产。此后，这样
的病例屡见不鲜。

那时的戈塘村，山高路远，是典
型的深度贫困村。“我每次接生都很
怕出意外。”每当遇到上门要求接生
的，潘凤都教育家属生孩子要去医
院。“但总是临产了家属才上门，不
接，良心过不去，接，风险很大。”
说起当年的接生，虽然从未有过闪

失，但潘凤还是心有余悸。
这些年，潘凤一共接生了1200

多个孩子，处理了上百起孕妇生产危
机。很多她接生过的孩子已经上了大
学，回到村里总是亲切地叫她一声

“凤姨”，她也真正成了大山里妈妈们
的守护者。

“现在，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
大家的生活条件好了，意识也提高
了，知道把产妇送医院，我也终于不
用再担心了。”潘凤笑着说。

坚守点亮希望

多年行医，潘凤得到了村民们的
尊敬和信任，但收入低曾经一直困扰
着她和家人。从 1999年到 2007 年，
由于付不起房租，潘凤搬了三次诊
所。随着孩子的出生，潘凤一家生活
压力也愈发增大。“买不起奶粉，小
孩出生后一直吃米浆。”丈夫周波不
止一次提出离开村子。

乡亲们听到消息，都纷纷找上门
来。“怕我们过得不好，他们都拿来
了自家的鸡蛋和菜。”村民们的真心
挽留，让潘凤怎么也迈不开离开的脚
步。这里是她的梦想，也是她的方
向，她熟悉这里每个人的健康状况。
村民们离不开她，她又何尝离得开这
片土地？

2008年，当地政府帮助免费建
起村卫生室，夫妻俩也总算安定下
来。搬进卫生室，诊疗条件比之前好
了很多，配备了基本桌椅、担架、血
压计等用具。后来，又开始发放村医
补助。这些年，村里又陆续有几位年
轻医科大学生选择返乡从医，潘凤的
队伍愈发壮大。

潘凤的坚守，从一个侧面见证了
村民看病难、看病远、看病贵等问题
的极大缓解和改善。作为贵州省人大
代表，潘凤还常常通过院坝会等形
式，收集社情民意。每年贵州省两
会，潘凤都会围绕乡村医疗改革、乡
村医生待遇保障、乡村医生人才队伍
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

不出诊的日子，潘凤依然是忙碌
的，既要给人治病，还要盯着自家孩
子的学习。潘凤的诊所就是他们的
家，一家人住得虽然简陋，但生活却
简单而快乐。

只有寂静的夜晚才是真正属于潘
凤一个人的时间，她为自己置办了一
盏还不错的台灯用于学习。“每次遇
到自己处理不了的病情，我就想一定
要再多学点医学知识，帮助更多的乡
亲。”潘凤说。

做村医 23 年来，风里来雨里
去，潘凤走遍了方圆二三十里的家家
户户，不知走坏了多少双鞋。“我这
一生留在大山，虽然受了很多挫折，
对家人也有很多亏欠，但能守护乡亲
们的健康，我不后悔，挺值得的。”
潘凤坚定地说。

23载，只为守护苗岭乡亲的健康
——记2022年“最美医生”潘凤

本报记者 郭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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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凤 （左一） 为新生儿看诊。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