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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北京益微青
年公益发展中心发起的乡村夏令营如期
赴约。“童心稚夏”“黔行者”“向阳花小
队”……84支青年志愿者队伍走进甘
肃、贵州、四川、河南、陕西等13个省份。
对于这些青年志愿者来说，发生在这个
暑假的故事，不仅关乎孩子，也关乎成长
和青春。

“志愿者招募的时候，我刚结束毕业
论文答辩，在和朋友们讨论毕业旅行时，
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为什么不把
参加乡村夏令营作为自己的毕业旅行？”
罗晶发现，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公益组
织和大学生社团采用乡村公益夏令营的
方式，通过音乐、绘画、手工制作、科技探
索等活动，帮助乡村儿童开阔眼界、培养
兴趣爱好，陪伴他们度过一段开心快乐
的时光。

今年暑假，她有幸亲历了乡村公益
夏令营走进自己的家乡湖南浏阳。

出发去往湘赣边界的文家市镇那一
天，毒辣的日头下，罗晶拖着行李箱、转
了3趟公交车。当她走进“童心稚夏”团
队所在地文家市村卫生室时，只见狭小
的空间里，孩子们坐着小马扎围成一圈，
中间几把椅子上放着的笔记本电脑正在
分享课程PPT。墙上贴着的一张白纸，就
是临时的黑板。

“哪怕是这样简易的环境，孩子们还
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志愿者讲课。”当天，
罗晶还在村卫生室的二楼看到了一场

“废纸时装秀”，同时也见证了一群小小
“建筑设计师”的诞生，“孩子们的好奇
心、想象力和探求欲得到极大的激发，从
最初的羞于表达到充满自信地展示自
我。他们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在实践中获
得了成就感。”

参与乡村公益夏令营走访的那段
日子，罗晶看到，各支志愿者队伍开展

夏令营的目标，并不仅限于对知识的学
习和亲子关系问题的解决，更多的是关
注夏令营期间的“陪伴”“有趣”“丰富”
和“温暖”。夏令营里，志愿者们讲述自
己的生活成长故事，让孩子们了解到不
同的社会环境、增长见闻；他们带着孩
子们参与特色农事活动，在乡间徒步或
在自然环境中进行观察学习……所有
投身其中的人都在以一颗稚子之心守
护童心，在短暂的暑期相处中，收获了
一段难忘的美好回忆。

这个夏天，无数像罗晶一样充满青
春活力和奇思妙想的青年志愿者走进乡
村夏令营，为农村广袤大地上的孩子们
打开视野，带来丰富美好的体验及多元
发展的可能，他们用赤诚与真情种下一
颗颗梦想的“种子”，也在服务他人的同
时获得了全面而深刻的成长。

“出发的时候，我总在想，自己能够给
大家带去什么支持，但是最后结束的时候
却发现，好像这一路，我都在被大家治愈
着。”罗晶说，自己和乡村夏令营的故事暂
时画上了一个分号，句号什么时候被书
写，她也不知道，“或许永远也不会。”

志愿者罗晶：

以稚子之心守护童心
本报记者 赵莹莹

用右手残存的大拇指和小
拇指，握住毛笔，挥毫泼墨
间，刚劲有力的书法作品便展
现在众人面前。记者眼前这位
书法家名叫张涛，虽然身有残
缺，但一直乐观面对生活，不
仅靠自己的拼搏在事业上小有
成就，还积极投身于公益，帮
助他人。

199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
车祸让 9 岁的张涛失去了右
脚 、 左 手 和 右 手 的 3 个 手
指。不菲的医疗费用，让本就
贫困的家庭不堪重负。曾经当
过音乐教师的父亲决定带着他
离开家乡，希望能为儿子找到
一条出路。

12岁那年，张涛的人生迎
来了转机。“在广东的时候，我
遇到了一位街头艺术家，开始
跟着他学习书画。”对于只剩右
手小指和拇指的张涛而言，学
习书法是不小的挑战。

“刚开始根本拿不了笔，要
费尽力气才能写上一两个歪歪
扭扭的字。有时候练的时间长
了，手会变得麻木。”张涛回忆
道，“但我知道这是我‘重生’
的机会，我只能比平常人更下
苦功夫和笨功夫。”

为了增强指头力量和灵巧
度，张涛用两根仅存的手指头
拿砖块进行练习，之后改拿粉
笔、拿毛笔，没日没夜地临摹
字帖。

在这样的坚持下，张涛的
书画技艺日益精进。后来，有
位过路人用 100 元买下了张涛
练笔的习作。此后，他便开始
自力更生，以出售自己的字画
为生。

时光来到2008年，张涛在
厦门落脚后开了一家画廊，出
售自己的画作。同时，凭借多
年坚持不懈的学习，他先后加
入厦门市油画协会、书法家协
会，并于2013年开了阳光书画
院，出售画作，并进行装裱。

在张涛的努力下，阳光书
画院日益壮大，成为一个集
教、产、研、展一体的文化基
地，仅有两根手指的他，用“二
指”书写出了自己的阳光人生。

阳光书画院不断发展，“但
我一直记得一路上收获的温暖
和帮助。”事业小成后，张涛将
目光投向残疾人朋友，“一直想

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张涛
知道，让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
自力更生，获得尊重，才是最好
的生活方式。

早在2009年，张涛就在厦门
举办了第一期油画培训，免费教
授残障朋友绘画，40余名残疾人
报名参与学习。“同为残疾人，我
明白，我们最难越过的一关就是
认可自己。阳光书画院的寓意是
为了给更多的残疾人带去一点阳
光，我也希望通过书法，打开更
多残友的心。”为此，张涛发起

“助残扬艺”项目，免费培训残障
人士学习书画技能，带动他们通
过艺术增加收入及就业创业优
势。截至目前，已经有数百名残
疾人通过培训班受益。

不仅如此，在书画院招聘
时，张涛也会更倾向于残障人
士，尤其是听障人士，手把手教
他们装裱。“听障朋友的内心世界
安静，做事认真，很适合做精细
的工作。同时也能解决他们的就
业问题，是一举两得的事。”

张涛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
认 可。这些年，他曾先后获得

“CCTV 年度慈善人物”全国百
强、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厦门市

“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他并没有
止步于此。近年来，他还带领厦门
市阳光残疾人书画院团队研发文
创产品，通过文创产品为更多残障
朋友提供就业岗位。此外，他还建
立了全国首家残健融合 IP版权数
据库，让更多残障艺术家通过版权
就能获得有效收益。

“残障朋友更需要的是有人愿
意去了解他们，让他们获得更大的
认同感。”张涛介绍说，未来他计划
每年固定举办残障艺术家展览，让
更多残障朋友绽放生命的精彩。

用“二指”书写出阳光人生
张燕红 本报记者 照 宁

湖南益阳梓山湖，在蓝天白云的
映衬下，湖面明净如画，湖畔绿树成
荫，风光秀丽。夏日的阳光下，一群学
生沿着梓山湖畔呈“U”字型排开，对
湖畔绿化带进行拉网式清理，将丢弃
的垃圾一一拾起。不时还有身着“红马
甲”的志愿者向同学们讲解垃圾分类、
可回收物的再生利用等知识。

这是益阳市萤火虫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联合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
学校的54名学生在开展“‘河’你一起
净滩护水”活动。今年暑假，萤火虫社
工中心已经服务当地研学团队80批
4000余人次。

“每年寒暑假，我们都会组织很多
面向青少年的主题志愿活动。”益阳市
政协委员、萤火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理事长尹良说：“在丰富孩子们假期
生活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够增强他
们的社会责任感。”

“我大学时就开始参与志愿服务
活动，工作后留在了广州。虽然很
忙，但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去做志
愿者。”39岁时，在金融行业做得不
错的尹良却做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
决定：“辞职！把一线城市的公益理
念和做法带回家乡！”

2018年，尹良和几个志同道合
的朋友一起，在家乡创建了萤火虫社
工服务中心。从此，益阳市特殊教育
学校、敬老院、学校、社区、山区
……只要需要关心关爱的地方，总能
看到尹良和团队伙伴们的身影。

“每次看到受助者因为我们的帮
助而露出的开心笑脸时，心里就特别
满足，我很享受这种感觉。”尹良
说：“做志愿者时，只需要做好自己
的工作，但带领一群人做公益，专业
性就很重要，只有热情是远远不够

的。”
社工中心成立至今，尹良几乎把

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公益上。他
多次外出学习，不断充实头脑，“希
望能设计出更多适合家乡发展的公益
项目，让需要帮助的人能够真正受
益。”

小凯（化名）家住资阳区鹅羊池社
区，他因车祸右半边身体瘫痪且丧失
说话能力。小凯的父亲多年前因车祸
去世，母亲离家出走，家里生活由姐姐
一人承担。认识尹良时，姐弟俩最大的
心愿就是找回失联多年的母亲。

“我们第一时间联合社会各界努
力寻找，最终在上海帮他们找到了母
亲。”此后，尹良成了小凯家的常
客，每次来都不忘带上些生活用品，

“陪小凯聊聊天，给他收拾收拾个人
卫生，打扫打扫家里。”慢慢地，原
本被阴霾笼罩的家庭出现了更多的欢
声笑语。

此后，尹良组织社工、志愿者积
极开展助残公益活动，引导残疾人表
达并提升自己，帮助残疾人营造积极
的家庭环境。社工中心成立至今，社
工中心已有志愿者近3000人，开展
传统文化宣传、敬老爱幼、乡村振兴等
活动3000余场，服务超过20万人次。

作为益阳市政协委员，尹良当下
最关心的是如何推动益阳市公益事业
发展的问题。“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困
有所依、难有所助，这些是公益人关心
的问题，同样也是很多政协委员关心
的问题，更是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尹良说，希望未来在履职路上继
续擦亮公益底色，围绕乡村振兴、扶贫
助残和关爱未成年人等方面持续发
力，为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体送去温暖
和希望。

益阳市政协委员尹良：

在履职路上擦亮公益底色
本报记者 郭 帅

走不完的“村医路”

8月以来，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
雨水频繁。这天，天色渐晚，秦东
镇寺角营村荒移卫生室内，64岁的
村医刘永生送走最后一位病人，正
准备扒拉两口已经凉了的饭菜，电
话铃声又响了起来。来电者是邻村
一位患者，这天是他做理疗的时
间，因为一直下雨，他不便前来，
希望刘永生能上门一趟。

窗外，雨虽不大，但淅淅沥沥
没有要停的迹象。电话里，患者语
气焦急，刘永生顾不上吃饭便出了
门。

立秋以后，关中的风雨天已经
有些清冷。出了门，刘永生手中的
伞被风吹得斜过来又倒过去，雨滴
不时地钻进他的衣领。

沿途路上空无一人，暗下来的
天色让刘永生不由得加快了步伐。
这条路是村上的主干道，“从尘土飞
扬的土路到后来的水泥路，一直
走。”曾经，这条路上充满了刘永生
美好的童年回忆。自从40余年前做
了村医后，这条路便成了他走不完
的“村医路”，无论白天黑夜、春夏
秋冬，他已经不知走过了多少遍。

“走上这条‘村医路’，也许是
冥冥中注定的。”刘永生说，在他2
岁那年，右腿意外骨折，家里拿不
出钱来看病，母亲急得放声大哭。

“是村党支部书记动员村里的党员干
部，这家一块、那家八毛，凑够了
治病钱，才让我得到了及时救治，
没有落下残疾。”

“我们村子离县城有 20里路。”
刘永生说，多年以前，村民们常常
是“小病拖着不治，大病没钱不能
治，得了急病医院太远来不及治。”

刘永生记得幼时母亲就常叮嘱
他：“娃呀，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
了当个医生，要让咱乡亲们不仅看
得起病，还能看得好病，一辈子不
要忘了他们给咱的帮助。”从此，小
小少年心中种下了一颗感恩的种
子，学医也成了他的目标。

高中时，学校开办了医疗班，
刘永生第一时间报了名。“后来又在
村党支部书记的推荐下，参加过 3

个月的集训班。”就这样，他成了一名
赤脚医生。

“当时年纪小，学得也不扎实，只
能看看简单的常见病。”于是刘永生一
边工作，一边自学。47年来，刘永生
读过的医学书籍、做下的学习笔记、
记下的病历数不胜数。为了更好的治
疗效果，他亲身试验中草药、针灸，
曾经身上数不清的针眼让家人心疼不
已。直到现在，他仍会自费参加全国
各地的专业培训。

“只要乡亲们需要，我就得学。”
几十年来，他逐渐成了一名名副其实
的全科医生，“我想让乡亲们花最少的
钱、受最少的苦，就能把病看好。”

改革开放以来，村里越来越多年
轻人选择外出挣钱，但刘永生从未动
摇过。40余年来，他的坚守和奉献也
被更多人看见，先后荣获“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中国好人”“最美医
生”等荣誉。

“得更努力守护好村民们的健康，
才对得起这些荣誉。”刘永生说。

“选择村医就是选择了奉献”

谁家有病人、谁家生活困难、哪
位病人急需照顾……乡亲们的身体和
生活情况，一条条记录在刘永生的工
作簿上，更记在他的心中。“在我心
里，他们不仅是患者，更是我的亲
人。”刘永生说：“我永远忘不了乡亲
们当年如何给我凑钱治病。”

除了工作簿，刘永生还曾有过记
账簿。“刚做村医时，村里的生活条件
不算好。”那些年，每次遇到家里困难
的，刘永生从来不催要钱。后来，他
干脆撕了手里的记账簿，免费救治困
境病人。“我一直都知道，选择村医就
是选择了奉献。”刘永生说。

从医40多年来，哪里有病人，哪
里就有刘永生的身影。小到头疼脑
热，大到疑难杂症，以及疾控防疫、
医改政策宣传落实等，他都亲力亲
为。记者问起他和患者间的故事，他
笑着说：“附近这些村子，我几乎和每
家每户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故事。”

村里的老人李秀珍对刘永生为她
的治疗记忆犹新。20多年前，李秀珍
被诊断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医院委婉
地告诉她回家安养。回来后，正值夏

天，老人身上长了褥疮。刘永生在老
人家人的求助下赶去为她治疗。“我知
道，那时候我身上有味道，但刘大夫
一点也不嫌弃。”李秀珍说。

在为李秀珍治疗期间，刘永生总
是认真细致地给她清洗消毒。那段时
间，刘永生一有空就研究红斑狼疮方
面的医学资料，多方打听讨教，不断
调整治疗方案。经过一段时间，老人
竟慢慢恢复了正常生活。

“病情稍好一些，我自己的孩子就
又回去工作了。只有永永每天来，每
次来都是微笑模样。”李秀珍老人哽咽
地说。“永永”，是村里上些年纪的老
人对刘永生的称呼，而小辈们则喜欢
叫他“永叔”。

谢双喜兄弟 3 人，有 2 人身患残
疾。“最难的时候，一口热乎饭都吃不
上。”刘永生知道后，自掏腰包给两兄
弟看病，同时帮他们承包果园、滩
地、猪圈，鼓励他们靠自己的努力改

善生活。听说谢双喜因为房子的问题
一直无法结婚，刘永生便说服妻子，
将自家的房子暂时借给谢双喜，自己
则带着一家人住进了村卫生室。

说起妻子，刘永生声音变得哽
咽，“这些年，她跟着我共苦多，同甘
太少，直到2021年她去世，一直跟我
住在卫生室。”刘永生说，现在他也习
惯住在卫生室了，“村民们身体有什么
情况，也能第一时间找到我。”

从“白大褂”到“红马甲”

有一天，80岁的吴青云老人到卫
生室来看病。治疗过程中，老人和刘
永生闲聊时说起自己的房子有点漏
雨。吴青云是留守老人，行动不便，
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等，“这要是下起
连阴雨可咋办，得赶紧去把房子漏雨
的事情解决了。”他边给老人看病边在
心底计划着。

第二天，潼关县突降暴雨，刘永
生赶紧叫了几个人往老人家里赶，刚
把老人从屋里背出来，还没安顿好，
房子就塌了。“如果晚去几分钟，后果
不堪设想。”想起那天，刘永生至今心
有余悸。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刘永
生说，村里留守老人那么多，自己一
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于是，他发起
成立了村里的第一个志愿服务队，为
留守老人干些力所能及的事。

“后来，志愿服务队从照顾留守老
人、重病患者，到帮人收粮食、打扫
街道卫生，再到定期去敬老院给老人
理发、检查身体等。”随着队伍愈发壮
大，刘永生又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
的志愿服务总队，志愿服务队如今已
有17个分队，1000多人。“每次到活
动日，我们就穿着红马甲，走到潼关
的田间地头，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成为潼关县政协委员后，刘永生
抓住每次机会，积极为村里的留守老
人、困难群众、村医群体发声。

“ 原 来 村 民 们 说 我 是 村 里 的
‘120’，现在卫生室门口就停着一辆
‘120’，10分钟就能去到村里离卫生
室最远的一户人家。”刘永生说：“如
今，我想利用好政协这个平台，为大
家发声，让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多成为现实。”

“最美医生”刘永生：

“永远做村民们最坚实的‘医’靠”
本报记者 郭 帅

本 报 讯 2023 “ 点 亮 科
学”主题公益活动于近日面向
广大青少年学子征集关于科学
的梦想和问题，经审核筛选
后，青少年的科学梦想将于今
年 9月在中国科技馆进行展览
展示。

据了解，本次活动邀请了
12位院士和90余名来自不同领
域的青年科学家为青少年送上
祝福和鼓励，科学家们希望广
大青少年不负韶华、勇攀科学

高峰，争做强国路上的“追梦
人”，活动届时将同步公布百余位
科学家寄语。

“点亮科学”主题公益活动由
中国科技馆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开
展，希望通过科学梦想和问题的
征集，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对科学
的理解，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的
热情，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开
阔科学视野，从而让科学家成为
更多孩子的梦想。

（樊庆）

“点亮科学”主题公益活动开启征集

本报讯（记者 舒迪）记者
从天津市慈善协会获悉，为帮助
天津市家庭生活困难的优秀高中
毕业生顺利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深
造，由市、区两级慈善协会等联
合举办的2023年“爱心成就梦
想”慈善助学活动于日前圆满结
束，172名优秀困难学子每人获
得助学金5000元。

“爱心成就梦想”慈善助学

活动是由天津市慈善协会、各区慈
善协会等联合发起的品牌助学项
目。这项活动通过广泛发动社会募
集善款，资助天津全市低保或特困
家庭中高考成绩在一本线以上，被
国内大学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活动每年开展一次。此项活动自
2004年开始至今年已连续开展了
20次，累计资助金额达3000余万
元，资助优秀学生5723名。

天津慈善助学活动圆满结束

本报讯 （记 者 赵 莹 莹）
山东省临沂市光彩事业促进会
日前举办2023年“金秋助学·
同心圆梦”爱心捐助仪式。仪式
上，“水滴弘毅助学金”专项基
金向30位品学兼优的应届高中
毕业生提供首批助学金20万元。

临沂市政协副主席黄杰表
示，“金秋助学·同心圆梦”行
动是由市委统战部、市光彩事
业促进会发起实施的一项爱心助

学工程，目前已连续开展3年。在
临沂市委统战部的监督和指导
下，水滴公司与临沂市光彩事业
促进会共同设立“水滴弘毅助学
金”专项基金，旨在帮助家境困
难的优秀学子完成学业，并且为
国家优秀科技人才的培养助力。
据悉，水滴公司将在 5年内捐赠
100 万元用于支持临沂地区家庭
困难但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
让他们继续扬帆逐梦。

“水滴弘毅助学金”资助临沂困难学子

陕西潼关县政协委员、乡村医生刘永生从医40余年，接诊病人12万人次，出诊1万余次，用仁心仁术守护基层群众健康，
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乡村120”。在他的感召下，潼关县1000多名医务工作者成立“刘永生志愿服务队”，长期在社区乡村开
展医疗志愿服务。日前刘永生荣获2023年“最美医生”称号，记者采访了刘永生，倾听他关于坚守与奉献的故事。

刘永生走在看诊路上
受访者供图

乡村夏令营中，罗晶在课堂上和孩
子们互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