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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留守儿童的爱心妈妈，是孤寡老人的贴心女儿，也是困难群众的知心大姐，她就是党的二十大代表、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水上百合”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邓红。2013年，邓红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

“水上百合”志愿者协会，将一个人的梦想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团队的倾力奉献。

本报讯（记者 顾磊）北京星能
公益基金会日前走进江西省赣州市
寻乌县澄江中心小学和文峰中小学
开展“冠军助学项目”活动。跳水奥
运冠军、北京星能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高敏，世界举重冠军熊美英，全国
跳水冠军喻书怡，世界冠军教练、体
操国家级裁判邹维露等参加活动。

活动中，冠军们与孩子们互

动、传递正能量、分享成功秘诀，
并进行实操方法指导，让孩子们感
知“做自己的冠军”的理念。据介
绍，“星能冠军精品课”还组建了
专业的评审团队为教师们打分，通
过预测、公开课等形式激励每一位
体育老师，精准评估老师对课程的
吸收程度，便于老师用科学有效的
运动方法指导学生。

星能冠军助学项目走进江西寻乌

“那些人和事给了我温暖与力量”

当下时节，江苏淮安洪泽湖畔，芦
苇花竞相开放。清风拂过，芦花四散，
飞絮漫天，如片片雪花飘落。

伴着风吹芦苇的“沙沙”声，午后
的湖畔不时响起一个温柔的声音：“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采取更多惠民
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人民’两个字重若千
钧，字里行间满是民生情怀……”

说话的人叫邓红，是党的二十大代
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水上百合”
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从北京回到淮
安，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成了她这些天
最重要的工作。

“参加学习的有社区居民，也有机
关干部；有满头银发的老人，也有蹦蹦
跳跳的小朋友，大家听得都特别认
真。”邓红告诉记者，“大家对于教育、
养老、医疗等民生问题都特别关心。”

邓红发起的“水上百合”志愿者协
会，主要帮扶对象是孤寡空巢老人、留
守儿童、单亲母亲、困难群众等。作为
以女性为主体的公益组织，“水上百
合”的公益服务更加细腻。迄今为止，
协会累计公益服务时间已达5万多小
时，相当于6250余个工作日，这都是
志愿者们在自己的节假日里挤出来的
时间。

“这些年来，公益慈善理念深入人
心，有了全社会支持，协会的工作开展
得也越来越顺利。”邓红介绍，如今

“水上百合”志愿者团队的队伍越来越
壮大，这支起初仅有12名志愿者的团
队，如今已经拥有近3000名志愿者，
受益群体逾万人。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最美
志愿者”“中国好人”……这些年，荣誉
纷至沓来，邓红告诉记者，这些荣誉以
及不断增长的统计数字记录和证明了协
会的发展历程，但这本身并不是她的初
衷和动力之源。“在我内心深处，最念念
不忘，也是不断带给我温暖和力量的，
是曾经遇到的一个个人以及曾经发生的
一件件事，他们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
邓红说。

每逢节假日，邓红不是在敬老院和
孤困儿童身边，就是在办公室里做协会
相关的文案工作。2019年之前，协会没
有专职人员，大大小小的事都需要她来
处理，包括所有活动的记录和协会相关
的文件也几乎都是由她撰写。

在别人看来，做公益太辛苦，但邓
红却甘之如饴。“我是孤寡老人的女儿，
是留守儿童的母亲，更是一名共产党
员。做点好事、百姓期盼的事，心里才
踏实，才舒服。”邓红坚定地说：“把需

要帮助的一老一小问题解决好了，那我
们3000名志愿者的心愿也就实现了。”

“20元”的惊喜

早在2012年冬天，邓红偶遇一对
祖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上前询问得
知，孩子的奶奶和父母都已去世，只留
下一老一小相依为命。老人悲伤的泪水
和佝偻的背影深深刺痛了邓红柔软的
心，她赶忙掏出身上仅有的一点现金塞
给老人。

这次偶遇让邓红回忆起自己童年的
经历。邓红自幼家庭拮据，周围热心的
邻居隔三差五地就会来家里送些日常用
品甚至生活费，这才让她不至于中断学
业，这份无私的帮助早已在她年幼的心
中种下了一颗爱的种子。

“自己还能为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做
点什么呢？”自从遇到那对寒风中的祖
孙二人，这个问题不断萦绕在邓红的脑
海中。于是，邓红开始尝试在网络论坛
上发起“养老院送温暖”志愿者活动：
每个志愿者出20元钱，大家一起到养
老院为老人包饺子。

没想到消息一发出，很多热心人跟
帖报名，邓红就这样找到了第一批公益
路上的同行者。

更让邓红没想到的是，迈出的这一
小步让她收获了不小的惊喜：“没想到
饺子在养老院如此受欢迎。”因为包饺
子太麻烦，新鲜手工水饺在养老院并不
常见。“区区20元钱，只需要半天时
间，居然能给老人们带来那么多欢
乐。”邓红有些意外。

那天，志愿者为老人演唱《献给妈
妈的歌》 时，很多老人流了眼泪。原

来，因为年轻人工作忙，很多老人已经
几个月没见过自己的孩子了。邓红和志
愿者们意识到，老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从此，邓红会坚持和志愿者一起，
定期去看望老人。此外，邓红的公益

“点子”越来越多，策划了更多的活
动，涉及环保、关爱留守儿童、帮扶残
疾人等更多领域……邓红和小伙伴们在
这个过程中体验到了越来越多的快乐和
价值感，因此也越做越起劲儿。

一段时间后，大家口口相传，报名
人数也越来越多，邓红决定专门成立一
个志愿者组织。2013年 11月，“洪泽
水上百合志愿者协会”正式诞生。

小雪莲是第一个获得协会帮助的困
境儿童。邓红认识小雪莲已经 10 年
了，那时雪莲在邓红从教的城南小学就
读，母亲病逝，父亲意外身亡，唯一能
照顾她的奶奶也病倒了。

“伸出援手的人不少，但谁又能长
年累月地照顾一个孩子呢？”邓红眼看
着雪莲越来越消沉，眼睛也渐渐失去了
亮光……凭着本能，邓红做起了雪莲的

“爱心妈妈”。从那以后，邓红每天带雪
莲去吃饭，关心她的功课，每逢节假日
还会接她回家过节。后来，几位志愿者

“接班”，轮流照料她的起居。“雪莲”
是“妈妈”为她起的昵称，邓红希望她
像雪域高原上的雪莲一样，坚韧、积极
向上。

明年雪莲就要参加高考，不久前她
还拿到了爱心企业的助学金，这让她觉
得自己离大学的梦又近了一步。“以前
我总怕自己上不起学，现在有这么多好
心人帮助我，我一定好好学习，考上大
学，将来也要加入邓妈妈的‘水上百
合’。”雪莲说。

这些年，“水上百合”帮助了许许
多多的“雪莲”，一个个困境儿童在

“爱心妈妈”们的关爱下，重新燃起了
生活的希望，一颗颗荒芜的心，也在爱
的灌溉下重新长出了新绿。

一朵“水上百合”催生满园春色

2020年秋天，一位年轻的教师告
诉邓红，有个小学生名叫婷婷，被查出
患有抑郁症。邓红诧异之余，赶紧和婷
婷取得联系。

“婷婷的母亲是盲人，孩子懂事，
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都自己往肚子里
咽。”邓红问婷婷最喜欢什么，她说想
学拉丁舞。于是，邓红马上为她联系了
老师，“现在婷婷跳舞跳得很好，人也
自信多了。”

除此之外，了解到婷婷的母亲一直
有个开盲人按摩店的愿望，邓红当天就
发了一条朋友圈，寻求门面房，希望帮
她圆了梦。“一个爱心企业很快给了回
复，几天后就把选好的门面房地址发给
了我。”不久后，“小褚盲人按摩店”开
业。在母亲的努力经营下，婷婷一家的
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在洪泽，有困难找“水上百合”已
成为当地很多居民的口头禅。“水上百
合”志愿者协会也成了当地志愿服务的
一张名片。一花盛开不是春，邓红和她
的“水上百合”不仅安然绽放，还催生
了满园春色。

志愿服务活动接连不断，在邓红的
影响下，她的家人和亲友也纷纷参与
进来。

邓红的妹妹邓芸自己做小生意，平
时很忙，但只要听到协会有活动，她总
是第一时间报名。邻居张丽华早年曾因
意外造成腿部残疾，一直郁郁寡欢。看
见邓红在工作之余为公益忙得不亦乐
乎，张丽华也申请加入协会，从此越来
越有精气神。“以前觉得这辈子就这样
了，现在每天都很幸福，帮助别人让我
心里踏实。”张丽华说。

作为高良涧小学副校长，邓红的本
职工作并不轻松。常有人问她，“你怎
么不觉得累呢？有点休息时间还都用在
了公益活动上。”她总回答：“可能我精
力旺盛，不做公益心里就不得劲儿，只
有本职工作做好了，才能更好地做公
益。”每当有人想要加入“水上百合”，
邓红常会笑着提醒对方：“你确定？做
公益是会‘上瘾’的，一旦开始就停不
下来了。”

“我的梦想，是让所有需要关爱的
人都得到关爱。这些年，对公益事业的
这份热情，只增不减。希望未来能用实
际行动温暖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邓
红说。

““百合百合””花开花开 ““益益””路芬芳路芬芳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水上百合”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邓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帅郭帅

在江苏宜兴，市政协委员王俊
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

“中国好人”“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诸多荣誉，让这位盲人医疗
主治按摩师、王俊推拿中心创办人
赢得了众多关注的目光。而让社会
公众对他敬佩有加的，则是因为他
甘心奉献社会的那份爱心义举。

“我是个盲人，家在山东济宁的
农村，深知一个盲人给家庭所带来
的困顿和无奈。因此，能帮助更多
盲人朋友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解困，
给他们的家庭带去实实在在的帮
助，为政府减负、为社会分忧，就是
我人生最大的追求。”王俊说。

“上小学时发现看不到黑板的
字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家
人感觉天都塌了。”7岁时的一场意
外，让王俊不幸患上视神经萎缩症，

“后来就想着要学会一门技术，起码
能养活自己，不成为家人的负担。”

1993年6月，王俊被家人送到
济宁盲校(现为济宁市特殊教育学
校)学习推拿，从此与推拿按摩结下
一辈子的情缘。盲校毕业后，王俊
又辗转各大城市的推拿诊所，苦学
按摩技术。2003年底，他只身前往
宜兴，创办“宜兴王俊推拿所”。

“刚开始确实难，当时店里只有
3个推拿师，冷冷清清的，一直也无
人问津。”王俊说，作为残疾人，在工
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很多常人
想象不到的困难。有一段特别艰难
的时期，王俊记忆犹新：“当时客人
不多，店里也基本没有收入，连买盒
饭的钱都没有，我们几个盲人就只
能自己摸索着做饭吃。”

残酷的现实曾让王俊有了关门
的念头，考虑到其他几个盲人兄弟，
他还是决定再试一试。“当时就决定
免费为有颈肩腰腿疼的熟人和朋友
推拿。”王俊自己也没想到，口碑就这
样一传十、十传百，推拿所的生意一
下就火了起来。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通过
他的按摩缓解了身体的疼痛，他
也通过自己的双手开拓出一条光
明之路。

“平均一天下来，店里就有六七
十位顾客光临。从早干到晚，虽然很
累，但很有成就感。”王俊说，虽然世
界给他关上了一扇门，但他通过努力

帮更多视力障碍者打开了一扇窗。
如今，由王俊创建的盲人保健按摩院
已建立4家分店，拥有员工百余人。

“我是残疾人，了解残疾人的不
容易。”只要有残疾人前来求职或者
讨教创业经验，王俊总是会毫无保
留地分享、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我
希望残疾人朋友都能体面地就业，
有尊严地生活。”

来自山东济宁的陈华营，十多
年前由于眼底色素变性，双眼视力
严重下降，后来眼睛只剩下光感了
家庭生活由此陷入了困境。他感觉
很无助，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2017年，双目几近失明的陈华
营听说王俊推拿中心免费培训视力
残疾人，而且包吃住，他便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参加了盲人按摩培训
班。王俊手把手地教他，他的按摩
技术也进步很快。听说陈华营家庭
生活困难，王俊让陈华营留在推拿
中心工作，他的生活状况也由此大
为改观，心态也变得阳光自信了。
去年下半年，陈华营“点钟率”全店
第二，王俊还特意给他发了奖金。

“去年，我们买了房和车。”陈华
营高兴地说：“上个月我工资收入
8000多元，这里还管吃，基本花不
着钱，这生活真是想不到！”陈华营
一家人生活的大变化，是王俊“徒弟
们”光明人生的缩影。

为了方便“徒弟们”触摸记忆，
王俊专门买来了肌肉模型和骨骼模
型等教具，让前来学习的盲人朋友
真实感受肌肉和骨骼，从而去确定
穴位，更好地找准穴位。

近些年，王俊还和母校山东济宁
特殊教育学校建立了校企关系，免费
为特殊教育学校盲人按摩专业毕业
生提供见习机会，为全国特殊教育大
中专院校应届生和毕业生提供实习
及就业岗位。“先后安排了300余名
盲人朋友上岗就业，还有30位盲人
朋友返乡创业，带动了更多的盲人就
业。”王俊笑着说，“特别有成就感。”

为积极回报社会，王俊还创建
了志愿服务队，在“学雷锋日”“全国
助残日”“国际盲人日”等特殊节日，
组织志愿者到社区开展义务推拿。

“希望未来能做更多对社会有意义
的事，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王
俊说。 （蒋敖生）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俊：

用双手推出“光明人生”

“我出生在四川凉山喜德县沙马拉
达乡的小山村里……如果你问我走出大
山的路远不远，我会说很远，因为我走了
十几年。”今年6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2届本科毕业生苏正民以6000字的
毕业论文致谢部分，感动了很多人。

有网友写下这样的留言：人们感动
于这6000字，是因为助人与感恩是世间
最动人的力量，也因为它符合一个最纯
粹的价值信条——爱出者爱返，福往者
福来。

在小学三年级以前，苏正民还只能
说当地方言。“父亲虽然没有读过什么
书，但他对知识改变命运有一种执念，虽

然家里没什么钱，但他非常坚定地把我
和姐姐、妹妹都送进了学校，当时村里人
都很惊讶。”苏正民说。

不幸的是，苏正民初二还没念完，父
亲就积劳成疾不幸离世，父亲的医疗费
用让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庭不堪重负，他
和姐姐也曾一度被迫辍学。得益于党和
国家的好政策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
苏正民重新回到窗明几净的教室，凭着
自己的勤学苦读考入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何其有幸……这一路虽坎坷崎岖，
我却遇到了无数好老师、好同学、好朋
友，感谢你们，让我暗淡的人生充满了光

亮和希望……”致谢中，苏正民回顾了自
己虽“坎坷崎岖”但“充满光亮和希望”的
求学之路。

而更难得的是，苏正民在致谢中点
名感谢了65人，其中既有自己的大学老
师，也有求学路上帮助过自己的人，有一
起支教的朋友，也有一起努力的同学。

“有太多让我和家里人感觉到温暖
的瞬间了。大学时，老师知道我家只有
薄被，偷偷给我家里寄了一床厚被子。
刚上大学时，我挺自卑的，但同学们知道
家里的情况之后，总是鼓励我温暖我，正
是因为这些让我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

苏正民在论文致谢中写道：“每个快
要倒下的时刻，我都被及时扶了起来。”
收获善意的苏正民，开始想尽一切办法
帮助他人。2019年，读大二的他发起了
一项帮助凉山儿童的“阿依助学计划”。

“有幸被光照亮，所以我也想发出一
缕微光。”苏正民说：“阿依在我们彝语中
就是孩子的意思，阿依是一个国家的未
来，自己也是曾经受过帮助的大阿依，由
我这样的大阿依再来帮助一群小阿依，
我觉得挺有意义。”

随着公益项目的开展，苏正民越来
越忙，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公益
和志愿服务中。学校了解后，及时伸出
了援手。

在学校支持和帮助下，苏正民成立
志愿服务队，身后有了一个团队的支
撑。如今，服务队已有200余人，资助了
近百位大凉山困境“阿依”。

如今，在国家各项政策扶持下，大凉

山孩子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现在在
物质上需要帮扶的阿依越来越少，‘阿依
助学计划’很快也不需要了。”苏正民开
心地说。

但苏正民想要成为一束光的初心从
未改变。

此后，他又建起了乡村书屋，培养孩
子们阅读的习惯。同时，志愿服务队每
年还会组织冬令营、夏令营，教孩子们唱
歌、画画、打球，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苏正民的“阿依书屋”就在他妈妈打
工的地方落地开放，他的妈妈也成了志
愿者，同时，服务队引进当地大学生，上
门辅导功课，开设素质拓展课程。

“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大多自卑敏
感，不敢与外界打交道。我刚上大学时
也是这样，吃了很多苦也走了很多弯路，
才慢慢好起来，我希望他们能够早点变
得自信开朗。”苏正民告诉记者。

“看到孩子们能获得帮助，获得成
长，我觉得很快乐，这就是我的梦想。”苏
正民说。“小时候一直想逃离大山，现在
我却想回到大山，用我的大手拉住更多
阿依的小手。”

今年本科毕业后，苏正民选择继续
读研，并加入学校研究生支教团，回到
大凉山支教一年。今年9月，苏正民站
上讲台，颇为感慨：“就像看到了当年
的自己，觉得要再为他们多做些事。
希望我的经历也能鼓励孩子们，自信
地成长成才。”

从受助者到助人者，身份的转换，让
苏正民感受到内心的安定。“我的家庭一
直领着低保，妹妹和我也都享受着国家
的助学金和贷款，还有社会上好心人士
的资助。我一直在心里觉得有些不安，
也一直在想怎样才能回馈他人的帮助。”
苏正民说：“帮助别人，让更多人更好地
活着，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是更有价值
和意义的人生。支教不是终点，将来研
究生毕业，还是想回到大山。”

苏正民：“被光照亮过，也想成为光”
本报记者 郭帅

凡人善举
fanrenshanju

邓红在志愿服务中陪伴老人话家常邓红在志愿服务中陪伴老人话家常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张原） 日前，
天津召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建设交
流会暨暖心送关爱·社工常相伴─
─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阶段推动
会。会议就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建
设、不断完善儿童福利保障制度、
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障政策，创新
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
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

“六位一体”工作格局等展开研讨。
据了解，天津成立市、区两级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夯实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统筹协调和部门
联动机制。在推动市、区两级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方面，已有
多个区建立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
心，街镇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也
在逐步规划建设中。据悉，“十四
五”期间，天津将建成130个乡镇
（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覆
盖率达到50%，形成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的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

天津召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建设交流会

苏正民和受助孩子 受访者供图

近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文汇街道蓝天社区的广场上，“公益市集”
的志愿者们身着统一服装，向前来“赶集”的居民提供免费服务。

“公益市集”是由文汇街道组织牵头，搭建起的在家门口为社区居民提
供公益项目、惠民服务的“实体化”平台。市集设置政策宣传、公益服务、
平价售卖、慈善捐赠、文化体验等 5 个功能分区，提供爱心理发、物品修
补、家电维修等40余个服务项目，最大限度满足居民需求。 王宇晶/摄

山东东营山东东营：：““公益市集公益市集””暖民心暖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