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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过后，辽宁省丹东市长甸
镇河口村村民们就在估算日子，打
心底里盼着村里的桃树花满枝头，
再迎来一个旅游旺季。

曾经，这里土路难行，村民们
守着山清水秀的家园，却不知如何
脱贫致富。经过几年的发展，村里
的农家院从最初的17个，增长到
现在的200多个，专程到河口村体
验农家院、吃地道农家菜的人越来
越多。

令人喜上眉梢的改变，与一位
退役军人紧密相连。他叫李庆峰，
现任辽宁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丹东
边境管理支队大江口边境派出所政
治教导员。10多年来，李庆峰瞄
准长甸镇的优势，帮助村民脱贫致
富，使得当地村村通道路、户户建
新房，村民们纷纷感叹“过上了好
日子”。

曾经，为了帮扶8岁丧母、15
岁因触电失去右臂的陈富宝，李庆
峰在他家里住了小半年。长甸镇家
家户户栽种高品质艳红桃，但没人
组织销售。李庆峰就鼓励陈富宝去
长春等地推销艳红桃，把果品经销
商引来。

“我成功啦！一天能发1000多
箱！”2005年秋天，陈富宝用20多
天赚到了以往一年也赚不到的钱。
从此，他开始卖桃、卖肥料，在李
庆峰的扶持下走上了致富路。如
今，陈富宝成立了自己的农家肥产
销有限公司，昔日的重点扶贫对象
成了家喻户晓的纳税大户。

今年 89岁的河口村村民冯毓
芳，一家子生活的全部指望就是山上
600多棵桃树。10年前，李庆峰走访
看到冯毓芳颤巍巍地给桃树剪枝，天
很冷却只穿了件单衣。李庆峰拿过剪
刀要帮忙，冯大爷一个劲儿拒绝。为
了让老人心安，李庆峰说：“大爷，
您就当教我一门手艺吧。”

就这样，李庆峰帮老人修剪了
满山坡的桃树。那年收成特别好，收
成最少的树也结了100多斤果子。

在河口村，至今流传着一句顺

口溜：“只要庆峰到地头，桃子丰
收有盼头！”

“早些年，有些村民因为桃子
收获周期长、投入精力大而想改种
板栗、人参等。特别是有一年春
季，因气候原因桃树大面积死亡，
更是愁坏了不少人。”为了保住桃
树，李庆峰跑到宽甸县农业局请来
果树专家，爬山坡、钻桃园查看受
灾情况，同时协调地方政府下拨专
项资金，为果农购置农药、肥料和
种植器具。

为了提高抗风险能力，李庆峰
向村民提出成立桃农合作社的想
法。他走访了1000余户桃农，最
终在长甸镇镇政府、河口村村委会
的帮助下，于2014年年初成立艳
红桃合作社。

接着，李庆峰有了新的盘算
——河口村在鸭绿江边，有发展旅
游业的地理优势，“老百姓把自家
院墙打开，就能开农家院”。村民
程淑华最开始比较抵触，不舍得拆
掉自家好好的院墙，可没想到办起
农家院的第一年就赚了1万余元。

村民们常开玩笑，说李庆峰有
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总是随
叫随到。其实，快速反应背后，
是他早已走遍了辖区 156 平方公
里的每户人家。李庆峰认为，“只
有了解具体情况，才知道下一步
怎么干。”

大江口边境派出所辖区长、山
路多，各村住户如繁星一般点缀在
山间沟壑里，可谓九沟十八岔，岔
岔有人家。“最开始经常迷路，于
是走一家我就在图上画一家。哪家
有孤寡老人残疾人、哪家是贫困
户，我都特别标注。”长甸镇河口
村是李庆峰的主要辖区，也是他去
得最多的地方。他手绘了28张辖
区图，一张张小图汇聚成一张大
图，每年还在补充完善。

在李庆峰眼中，自己做的事情
很小，群众却总把他的好放得很
大。“我要对得起群众的信任。”李
庆峰说。 （龙伊）

李庆峰李庆峰：：

带领农户走出乡村振兴带领农户走出乡村振兴““奔富奔富””路路

本报讯 2 月 11 日，农历新
年伊始，16岁的黄韵彤由父母陪
同来到江苏省南通市慈善总会，捐
赠6000元善款设立“同心圆”慈
善基金，定向帮扶困难学子。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助人是
一件快乐的事情。因此，我想借助
慈善总会的平台，通过设立慈善冠
名基金，动员身边的朋友、同学共
同参与慈善，凝聚更多爱心力量，
把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黄韵彤说。

据悉，“同心圆”是南通市慈
善总会在壬寅虎年设立的首个慈善
冠名基金，也是第69支小额慈善
冠名基金，目前基金总金额达
117.6万元。南通市慈善总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沈华为黄韵彤颁发捐赠
证书并表示，将精心管理、高效运
作每一笔善款，呵护好每一份爱
心，最大限度发挥好慈善基金精准
帮扶作用，为更多困难群众送去社
会的温暖与关爱。 (郭楠)

南通市慈善总会

设立新年首个慈善冠名基金设立新年首个慈善冠名基金

“靠近我、温暖你”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
区，王兰花“闲不住”是大家有目共睹
的，为了被她笑称为“上管天文地理，
下管鸡毛蒜皮”的社区志愿工作，老人
情愿“跑断腿”“磨破嘴”。

春节假期刚过，72岁的王兰花早
早来到位于裕西社区的“兰花志愿服
务之家”，和志愿者们一同开启了一天
的志愿服务工作。巡逻完社区环境，她
又走进独居老人家中帮忙做家务、一
起拉家常，这样的探望每月至少4次。

在担任利通区裕西社区居委会主
任时，王兰花就是附近有名的“大忙
人”，操心着家长里短的琐事。2004年
退休后，本想着可以好好陪伴家人，但
空闲的同时，她总感到还有使不完的
劲，同样放心不下社区里那些尚未解
决的问题。

让她没想到的是，虽然退休了，但
左邻右舍的居民在遇到下水不通、暖气
不热、空巢老人需要照顾时，还会习惯
性地去社区找她，找不到就打电话，甚
至找上门。

眼看着大家的需求不断增多，
2005年，在社区居委会的支持下，王
兰花与同样乐于助人的几位老姐妹成
立了吴忠市首个社区志愿者服务小组
——“王兰花热心小组”，为社区居民
分忧解难。

没有工作场所，她腾出家中的一
间房；自己的手机，成了小组的热线电
话。很长一段时间，“王兰花热心小组”
没有固定资金来源，接到求助后都是
王兰花带着志愿者四处募集救助
资金。

考虑到社区的事情繁杂琐碎，王
兰花和小组的志愿者们把居民反映和
待解决的事情记录下来，一件件落实。
不知不觉中，积累了10多本特殊的

“日记”。
这些年来，“王兰花热心小组”成

员悉心照料着社区的孤寡和独居老
人，定期为他们洗澡、剪指甲、拆洗被
褥，时常帮他们买菜买药、送吃送喝。

一次走访中，王兰花得知社区居
民张金霞留下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孩
子外出务工，她一边发动志愿者上门
义务照顾这一老一小，一边为老人争
取公益资金、申请城市低保。张金霞返
乡听说了热心小组的义举，义务承担
起了照顾社区里两位孤寡老人的
担子。

和张金霞一样被王兰花感动主动
加入志愿者队伍的人，还有很多。从最
初的“爱管闲事”，到居民心中的“热心

肠”“贴心人”，王兰花把志愿服务当成
了一种文化、一种精神。

“人退休了，但思想不能退休！共
产党员的价值就是在为群众服务中体
现出来的。”王兰花说，“靠近我，温暖
你”是热心小组的初心，要坚持不懈为
社区居民办好每一件力所能及的实事
和难事。

“要把好事做实在”

“刚开始时，没有办公地点，就在
我家开会谈计划、计算捐赠金额、总结
活动经验。”王兰花告诉记者，热心小
组最初制作发放了三四万张便民服务
卡，上面印着“有困难找我们，我们有
爱心、热心和诚心，义务帮助您”。每
天，都有人给他们打电话，包括很多大
大小小的杂事。

在王兰花看来，帮不帮是一回事，
帮成帮不成是另一回事，“我们帮助别
人就要尽心尽力、全心全意。”

2008年，利通区金银滩镇团庄村
一名患有急性白血病的幼儿因为凑不
够医疗费用，无奈中断了治疗。接到患
儿母亲打来的求助电话，当听说孩子
情况危急，王兰花没有二话，赶忙把孩
子送到了医院。

“抢救到半夜一两点，孩子眼睛睁
开了，问妈妈医院是不是下班了。我当
时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心想生命这
么珍贵，无论如何也要救他。”于是王
兰花带头捐款，同时发动社会力量一
起帮忙，就像心疼自己的孙子一样。

那段日子，王兰花和孩子妈妈一
起，见人就说、见门就进，筹集到了钱
就拿到医院付费。最终争取到社会各
界人士的爱心捐款逾13万元，把孩子
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这些年来，热心小组救助了很多罹
患重病的孩子。为了让有困难的人能随
时找到自己，王兰花在办公室准备了枕
头和被子，累了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26
岁的马晶被志愿者们日夜坚守的身影打
动，主动找到王兰花，申请加入志愿者队
伍。有一次，随团队给有困难的居民送去
慰问金和洗净消毒的衣物，马晶发现王
兰花在离开后又扭头回去了。

“她担心给孩子拿去的衣服不合
身。”说起这件事，马晶打心底里佩服王
兰花：“从她做的一点一滴的小事中，我
深深地感受到什么才是合格的志愿者，
不只是去一趟就完事了，而是要把好事
做实在。”

去年国庆节前夕，由于工作过于劳
累，王兰花在做志愿服务的途中出现脑
梗，眼前一花人就倒下了，话都说不出
来。所幸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才没有
出现生命危险。在她醒来后，第一件事
就是给大伙交代志愿服务队工作上的
事情。

或许是总有忙不完的事、接不完的求
助电话，王兰花语速很快、走路风风火火，
脚底走出老茧，大脚趾也被挤变形。哪怕
每天大事小情应接不暇，可她忙得开心。

“志愿服务工作不能坐着等”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
一辈子做好事。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也经
历了许多坎坷，但王兰花说，她就是一根
筋，认准的路就想坚持走下去，无论遇到
多大的困难都要克服，“帮助别人让我活
得真实、活得坦荡。”

2010年，裕西社区专门腾出社区用
房作为“王兰花热心小组”的大本营，正
式亮出了“兰花志愿服务之家”的牌子。

两年后，热心小组成立了党支部，退休党
员参与进来，居民党员跟了上来，在职党
员动了起来。现在，“王兰花热心小组”有
注册志愿者 1205名，其中党员 180多
名。在治安巡逻、文明劝导、入户“一帮
一”等活动中，他们像王兰花一样，守护
着浓浓邻里情和一张张幸福笑脸。

曾经的受助者，如今成了志愿服务
队的骨干。裕西社区的舒宏勇和弟弟因
家庭变故成了孤儿，王兰花隔三岔五为
他们带去食物、清洗衣服，还联系学校为
他们减免学费，兄弟俩亲切地称她为“王
妈妈”。如今，两个孩子不仅开起了水暖
维修店，还主动给孤寡老人、残疾人减免
服务费用。

截至目前，“王兰花热心小组”帮扶
近万人次，募集爱心慈善资金近98万
元，参加各类公益活动9000多次，为居
民解决生活中各类大小事情7000多件。
以“兰花芬芳志愿服务”为统一活动名
称，利通区组建了文明劝导、治安巡逻、
矛盾纠纷调解等10支志愿服务队，当地
注册志愿者达6.5万人，吴忠市的志愿
者也随之发展到9.8万人。

2021年6月29日，“七一勋章”颁授
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王兰
花受到表彰，不久后获评第八届全国道
德模范。

荣誉加身，在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党
员眼中，更是一份担当、一份责任。

在王兰花看来，小善渐而大德生，
不管有多小的力量，也可以汇聚成巨
大的光芒。“身边的志愿者越来越多，
我们会继续把‘靠近我、温暖你’的

‘兰花志愿服务精神’传承下去，为经
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添一把
力。”如今，看到许多“90 后”“00 后”
加入志愿服务队，王兰花憧憬着更加
美好的明天。

满城尽是“兰花”香
——记“七一勋章”获得者、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王兰花

本报记者 赵莹莹

本报讯 2 月 11 日，在上海
市闵行区，七宝罗森博爱驿站在
罗森便利店内揭牌成立。这是闵
行区红十字会今年与上海罗森便
利有限公司携手新设立的上海市
首家红十字主题便利店。店内
AED （体外自动除颤仪） 被安放
在醒目位置，一旦有顾客突发心
脏骤停，店员马上能提供专业的
应急救护。

七宝罗森博爱驿站运营后，镇
里将向全镇200名孤老发放一张价
值百元的博爱卡，届时老人们可以

持卡前来领取米面粮油等指定商
品；每逢元宵节、重阳节等节日，
镇里还将向290多户困难家庭发放

“博爱套餐”礼包，源源不断输出
博爱驿站的温暖和关爱。

据介绍，今后七宝罗森博爱驿
站将一方面帮助最易受损人群减轻
经济负担，尽早走出生活困境，另
一方面则面向社区开展应急救护工
作，向群众普及救护知识与理念，
推动红十字救护工作的开展。当
天，罗森红十字志愿服务队也宣布
成立。 (齐振)

上海首家红十字主题便利店揭牌

她待人热情温暖、做事雷厉风行，把解决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作为毕生事业，被大家亲切地唤作“王奶奶”“王妈
妈”“王阿姨”“王大姐”。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这位年逾古稀
老人用自己的执着与坚持，让“兰花志愿服务精神”传遍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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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清水从罗霄山脉北麓的江西
省杨岐山流出，经萍乡、醴陵、渌口，入
湘江。160公里河流，流经两省，上称
萍水，下叫渌水。

早春时节，渌水河清澈见底，河面
如绸缎般舒展开，水波荡漾中，静静等

待着河畔的第一抹新绿。每逢周日下
午，渌水河边准能看到江西省萍乡市
湘东区志愿者协会会长彭启萍的身
影。6年来，她从最初带领6名志愿者，
到如今300余名“河小青”定岗沿着河
道清理垃圾，巡河护河行动从未间断。

“巡河护河的想法，源于
2016年春天。”彭启萍告诉
记者，一天傍晚时分，在河边
散步的她，看到护河堤上到
处是被丢弃的塑料瓶、塑料

袋等生活垃圾，后来跑
回家拿上火钳、蛇皮

袋，沿着河道忙活了
个两个多小时才捡
拾干净，“除了一身
疲惫，更多的是心
疼，之前所见的脏乱
环境像是一根刺深深
扎进了心里。”

从那以后，只要
有时间，彭启萍就带
着火钳和袋子，沿着
城区河岸清理垃圾。
此外，还向居民群众

发放倡议书，呼吁大家通过净
化河道保护生态环境。身边的

邻居看到彭启萍在河边上捡垃圾，觉

得她是作秀。家里人也劝她不要再去做
这样丢脸的事情，搞得别人风言风语。所
有这些不理解，彭启萍都默默承受，一个
人坚持下来。

慢慢地，彭启萍的行为感染了大家，
一些志愿者、居民纷纷加入捡拾垃圾的
队伍中。这份参与，也让越来越多临河居
住的居民享受到生态红利。现在，他们只
要看到彭启萍，就会拉住她“反映情况”，
再也没了当初对垃圾的视而不见。

共饮一河水，同为“江湖”人。随着湘
赣两省群众共护渌水的声音日渐急切，
2018年 5月开始，共青团湘东区委、区
水利局、区河长办联合开展了一系列保
护母亲河活动，并号召社会公众积极参
与，彭启萍带领湘东区志愿者协会率先
响应，自此有了一个颇为清新文艺的名
字——“河小青”。

“我是‘河小青’，清河我先行。渌水
河湘东城区段两岸长14公里，巡一次河
要花一个多小时，遇到垃圾清理和发现
了河流污染行为，所需时间和精力更
多。”彭启萍直言，最初“河小青”们的“装
备”只有一把火钳、一个袋子，还要面对
一些非议与不理解。慢慢地，得益于大家
坚持不懈的行动，清理河道、保护环境的
队伍有越来越多志愿者、热心市民加入
进来，全区11个乡(镇、街)的河流、水库

边，都活跃着志愿者的身影。
彭启萍的笑容里透着善良，也写着

刚毅。6年来，她带领湘东“河小青”志愿
者开展河道巡河护河、清理垃圾志愿服
务活动1000余次；以小品、微宣讲、情景
剧、“微传单进社区”、文艺演出等形式向
群众发放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单6万余
份；在湘东小学、河洲小学等20余所学
校开设了《我家门前流淌的河》微队课，
引导全区学生积极投身生态环保，积极
引导和教育他们从小树立珍惜水资源、
保护水环境的主人翁意识。

其间，彭启萍主动提出要做河长制
工作监督员。将渌水河湘东城区段两岸
分为10段，每段最少10名“河小青”志
愿者负责包岗巡查，利用“智慧河长”
App进行巡河，第一时间拍下相片将巡
河中发现的入河排污、侵占河道岸线、
洗砂制砂等破坏水生态环境信息及时
反馈给区河长办进行协调督办。发现一
起，处理一起，翻看记录，河长办对“河
小青”反映的 12个问题都做了及时的
回复与处理。

2019 年，“我是河小青生态湘东
行”巡河护河项目获得江西省示范性重
点志愿服务扶持项目。彭启萍开心之
余，并没有“点到为止”放慢步子。为了
提高“河小青”志愿者的业务能力，她邀
请专家老师授课，讲解河长制工作的主
要任务、河道保护知识、水质检测的标
准和方法等；建立河长制工作群，鼓励
志愿者跨区跨部门开展“河小青”活动；
用更多切实有效的办法，在全社会形成

“爱河、护河、治河”共识，守护好家乡一
江碧水。

用爱心传递坚守的力量，以实际行
动推动生态环境的点滴改变。彭启萍欣
慰地看到，现如今的渌水河畔，一幅“人
人共护湘东河”的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守护一方碧水清波
——“河小青”志愿活动发起人彭启萍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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