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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善小而不为”

淡雅的玉兰、多彩的紫荆花、娇嫩
的桃花……近日，位于汨罗江沿江的湖
南岳阳汨罗市桃林寺镇百花齐放。新塘
集镇上的一家小而精致的理发店内，不
时有客人推门进来。这家店的主人名叫
黄孝六，已年过半百。虽然是一名二级
肢体残疾者，但一点不影响他手中翻飞
的剪刀，又快又好的手艺为他积累了不
少熟客，也让他撑起了一个家。

“最艰难的时候，是徐姐给了我们
很多的帮助。”黄孝六口中的“徐姐”，
名叫徐金娥，是湖南省汨罗市爱行天下
志愿者协会会长。

黄孝六的妻子患有智力障碍，还有
两个孩子需要抚养，一家四口曾靠着政
府救济和一家破旧的理发店勉强支撑。

“那时候理发店的房子特别简陋，客人
也不愿意来，收入很少。”一筹莫展之
际，黄孝六结识了徐金娥。热心的“徐
大姐”带着志愿者团队帮助黄孝六一家
人装修门店、添置设备。“装修好那天
我站在理发店门口掉泪。”窗明几净的
店面让黄孝六对未来有了盼头，生意也
日渐好转。

今年59岁的徐金娥，不只是黄孝
六心中的“徐大姐”，也是很多孤寡老
人的“徐闺女”，困境留守儿童的“徐
妈妈”。“帮助他人这件事上，徐姐好像
永远不知疲惫，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是常态。”志愿者们如是说。

打开徐金娥的微信朋友圈，几乎每
条不离“志愿服务”四个字。走近环卫
工人、关爱事实孤儿、走村串巷解困助
学……每天，徐金娥的志愿活动行程总
是满满当当。“越是节假日，工作越饱
和。”哪里有需要，就奔向哪里。这样
忙碌的日子，徐金娥已经走过了 38
年，足迹遍布汨罗的山山水水。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之。”这是徐金娥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自己只是做点简单的小事，就能让孩
子们露出幸福的笑脸，让受助家庭焕发
勃勃生机，所以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值
得。”从桃李年华到花甲岁月，徐金娥
说，自己踏上公益之路的初心从未改
变，正如她为志愿者协会起的名字——

“爱行天下”。
三十几年时间，行程数万公里，徐

金娥带领团队在公益路上乐此不疲地汇
聚星火之光，照亮与她相遇的人。徐金
娥曾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最美志愿者”“全国三八红旗手”
等荣誉，近年来还担任岳阳市妇联执

委、岳阳市人大代表。诸多身份、经
历、荣誉加身，让她常勉励自己在公益
路上的脚步再加快一些，“感觉肩上的
担子沉甸甸的，我做的都是些小事，却
给我这么多荣誉，我有责任再努力些，
再多帮助点有需要的人。”

从“做点好事”到公益事业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徐金娥在父
母的百般疼爱中长大。在她的记忆里，
父母一直是“热心肠”。“那时候我们村
里有位独居老人身患残疾，父母总带着
我们兄妹几个去给老人打扫卫生，有时
候做了好吃的，会喊我们去给老人家送
一点过去。”徐金娥回忆道。

“这种乐善好施的家风对我影响很
大，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力去帮助有需
要的人，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成年
后，徐金娥就开始固定在节假日时间

“做点好事”：捎上几个鸡蛋、几把小
菜，去看望村里的困难群众；逢年过节
到当地敬老院帮助孤寡老人洗头洗澡、
洗衣晒被；时常给困境孩子送些做好的
猪肉、油豆腐、糍粑……

多年的坚持，这些点滴“好事”慢慢
变成了徐金娥每日奔波忙碌的公益事
业。2017年，在汨罗市妇联的指导下，她
组织注册了“汨罗市爱行天下扶贫助学
志愿者协会”（现“爱行天下志愿者协
会”），担任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

这些年，汨罗15个乡镇100余个
村几乎都留下了徐金娥的足迹。不少人
因为她和团队的努力，有机会看到了不

一样的人生风景：汨罗镇龙塘村的奥
平，在“徐妈妈”的帮助下，重新背上
书包走向课堂；古培镇课功村的听障老
人“罗爹”，虽然没有亲生子女，但他
逢人就说，他有个闺女姓“徐”，因为
这个闺女无微不至的照顾，笑脸再次爬
上这位老人的脸庞；四川籍小男孩袁友
明，一只脚曾不慎绞入车轮，在“徐
姨”的帮助下，重新康复回到日思夜想
的小伙伴中间；白水镇群裕村的于菊林
老人，双眼患白内障近20年，徐金娥
为其联络医院提供免费手术，让老人重
见光明……

在爱人夏新华眼里，妻子虽然不那
么顾家，但做的都是好事，自己也心甘
情愿把更多时间放在家庭上。

“早上五六点出门，晚上九点多回
家还没吃饭是常事。”他知道妻子不是
在做公益，就是在做公益的路上，所以
总是做好饭菜，不管多晚都等她回来。
儿子儿媳也支持徐金娥做自己喜欢的
事，孙子孙女不用她操心，而且一有时
间就和奶奶一起去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一家人宽容谦让、互敬互爱，还被评为
全国“最美家庭”。

回首公益路上的38年，徐金娥也
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她从未犹豫、退
缩。“家人是我坚强的后盾，他们让我
更有力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徐金娥
哽咽地说。

“把爱的力量传递给其他人”

湛广是湖南工商大学的大三在读

生，在她心中，徐姨是她在这世上没有
血缘的亲人。

“父亲意外离世后，徐姨给了我很
多帮助，圆了我的大学梦。”现在，湛
广和母亲都加入了徐金娥的志愿者队
伍。一到寒暑假，她就成了徐姨的“得
力助手”，走村串巷、整理资料、照顾
孤寡老人……“我在徐姨那里体验过爱
的力量，也想把它传递给其他人。”湛
广说。

像湛广这样曾受过徐金娥团队资助
的困境学生有1000余名。受徐金娥的
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志愿者团队。

“现在我们协会注册的志愿者从最初的
几十人增加到了2300余人。”徐金娥高
兴地告诉记者。

“每次看到自己曾经帮助过的孩子
学有所成，看到帮助过的老人笑口常
开，心里就感觉踏实，特别有成就
感。”徐金娥动情地说：“志愿服务是双
向的，我的收获更是大于付出。孩子们
把我当亲人，愿意和我说心里话；老人
们把我当自家女儿，每次去总是拉着我
的手不舍得我走。这些真情特别珍贵。”

每逢佳节，徐金娥的手机总会响个
不停，满屏都是她62个“孩子”发来
的问候，这是她正在资助的困境孩子。
收到孩子们的问候，徐金娥总是乐得合
不拢嘴，信息来回来去得读上好几遍。

公益路上，徐金娥始终关注着“农
村娃”。“我就出生在农村，了解很多村
里娃的困境。”作为汨罗市政协委员、
岳阳市人大代表，她多次为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发声。

几年前，小紫玥被确诊为小细胞型
骨肉瘤，双腿被高位截肢。高额的治疗费
用，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徐金娥
听到消息，想方设法筹集手术费用，马上
送去医院，解了小紫玥一家的燃眉之急。
小紫玥出院后，徐金娥有时间就会去看
看她，鼓励她自立自强。每次临走时，徐
金娥总是不忘叮嘱，“生活上遇到困难，
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奶奶！”

受徐金娥的影响，小紫玥一家人都
成了志愿者。目前就读高中的小紫玥感
慨地说：“以后我想做一个像徐奶奶那样
的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更多人。”

今年6月，包括小紫玥在内的几个
孩子即将参加高考，徐金娥早已把孩子
们的大学学费备下，“就等着金榜题名
的好消息了，都是好孩子，将来肯定比
我优秀，能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徐金娥笑着说，“希望他们将来工作之
余都和我一起做志愿者，我们这些微光
汇聚起来，一定能照亮更多仍然身处黑
暗中的人。”

徐金娥：

3838年初心不改年初心不改““爱行天下爱行天下””
本报记者 郭 帅

4月初的阳光下，位于天津市爱星
筑梦公益服务中心的二楼教室内，几个
孩子正在老师的带领下，把彩印纸夹逐
个打开，再叠成一个个漂亮的包装盒。
忽然，豆豆抬眼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亲昵地上前拉住她：“梁妈梁妈您来
啦，快看看我叠的盒子漂亮吗？”

孩子们口中的“梁妈”，名叫梁亚
枬，是爱星筑梦公益服务中心的创办
者，中心致力于为心智障碍者无偿提供
生活帮扶、志愿服务。这个叫豆豆的孩
子，与梁亚枬已经相识10年。因为孤
独症，豆豆无法准确地区分“你我
他”，也会下意识地躲避陌生人的眼

神。但是在“爱星筑
梦”，豆豆总是感觉很
放松，每位老师的问
题，他都会认真回应，
这是他表达认同和喜爱
的方式。

患有孤独症的孩子
们，就像天上的星星一
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所以他们又被称为“来
自星星的孩子”。

豆豆是梁亚枬认识
的第一个孤独症孩子，

“我刚认识豆豆时他只
有 6 岁。”那是 2012
年，梁亚枬的父亲因病

去世，情绪低落的她，被朋友拉着参加
了一场关爱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活动。

“就是在这个活动上，我认识了豆豆和
他的妈妈。”梁亚枬说。

那一天，孩子们清澈明净的眼神和
家长们坚强乐观的态度深深地触动了梁
亚枬，也让她萌发了一个愿望——去努
力呵护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去做
那个点亮“星星”的人，让他们感受到
这个世界和生活的美好。

“这些孩子干净、纯粹的笑像光一
样照进我心里，治愈了我，是他们把我
拉出了人生的低谷。”2013年6月，梁
亚枬和志愿者们一起发起成立了爱星筑

梦公益服务中心。
因为患有孤独症，很多孩子认识一

个数字、学习一个词语，都需要梁亚枬
和老师们不断地重复教导。“虽然很
累，但从没想过放弃，认真观察、揣
摩，孩子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我们
想努力走进这些‘星星’们的世界。”
梁亚枬说。

“认识3年的一个孩子，终于第一
次开口说话了，太激动了，这是献给世
界孤独症日最好的礼物。”3月30日，
世界孤独症日前夕，梁亚枬兴奋地在微
信朋友圈中这样写道。翻阅梁亚枬的微
信朋友圈，满满都是“星星的孩子”们
的身影，插花、绘画、瑜伽、烘焙，

“他们的点滴成长，就是我的日常，也
是我最想分享给更多人的喜悦。”

2021年 8月，豆豆的母亲因病去
世，留下了90多岁生活不能自理的老
母亲和14岁的豆豆。梁亚枬和身边的
朋友以及爱心人士为豆豆的母亲举行了
一场简单的葬礼。之后，她又在民政
局、街道、社区不停奔走，办理豆豆的
帮扶手续。

为了帮助豆豆敞开心扉，梁亚枬带
着他来到天津首家辅助性就业站——溪
秀苑阳光工场。这个“工场”，是2019
年3月受天津市西青区残联、民政局委
托，由爱星筑梦公益服务中心在天津建
设的首家辅助性就业站，为残障人士等

群体提供就业通道。梁亚枬希望豆豆能
在这里通过日常培训，掌握一定的工作
技能和独立生活的能力，提高语言沟
通、动手及生活自理等方面的能力。

豆豆的经历，让她想到了更多的孤
独症孩子，“他们大多也是独生子女，
等他们的父母老了，谁来照顾？这些自
闭症孩子又由谁来照顾？”就这样，梁
亚枬同爱星筑梦公益服务中心的志愿者
发动身边家长一起选址，筹集资金，租
下了一处 500 余平方米的房屋，于
2021年 8月成立了天津首家心智障碍
者集体宿舍，帮助更多的自闭症儿童家
庭。集体宿舍又被称为“星星社区”，
豆豆成了集体宿舍的第一位住户。

“其实几年前我就有为大龄孤独症
患者做养老社区的梦想，豆豆加快了我
实现这个梦想的脚步。我们不只想给豆
豆一个家，还想让他自立自强，同时给
其他同样需要帮助的孩子一个更好的环
境。”梁亚枬说。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适应社会，
我和同事们会努力承接各种公益活动，
尽可能多地给孩子们提供平台，让孩子
们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在实践中锻炼
和成长。”梁亚枬告诉记者。

“10年前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很
多亲朋好友不理解，现在他们中很多人
都成了我们中心的志愿者。”这些年，
在梁亚枬的影响和带动下，很多孤独症
孩子的父母也加入了这个爱心团队，

“现在17名教师中有6名就是自闭症孩
子的家长。家长们的支持和肯定，更坚
定了我守护这些孩子的信心。”每每提
起这些，梁亚枬总是会露出欣慰的微
笑：“大家这样做，不为碎银几两，也
不为三餐有汤，只为心中的理想。”她
说，她的理想，就是用心守护好这群

“来自星星的孩子”。

“中国好人”梁亚枬：

“愿做点亮‘星星’的人”
本报记者 郭 帅

她是孤寡老人的“徐闺女”，是困境留守儿童的“徐妈妈”，是志愿者们的“徐大姐”。她是徐金娥，湖南省汨罗市爱
行天下志愿者协会会长。38年来，徐金娥带领志愿者团队，温暖了无数人，她也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最
美志愿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开饭啦，大家慢慢吃。”位
于广西南宁兴宁区人民路上的为
民招待所内，一盆热气腾腾的蛋
花汤摆上了餐桌。这里是“大爱
之家”的安置点之一，也是十几
位流浪人员共同的家，他们中最
大的一位已近百岁。目前，“大
爱之家”在广西南宁有20余个
这样的安置点，收留了数十位流
浪人员。

这个家的“大家长”名叫
冯可波。为了维持“家”的正
常运转，10年来，冯可波带着
近百位志愿者一起，为有劳动
能力的人员找工作，为走失人
员寻亲、看病，尽力帮他们回
归正常生活。“我希望为他们创
造一个遮风挡雨，有爱有关怀
有温暖的地方。在我们这个大
家庭里，大家都能互相关爱，
所以我取名为‘大爱之家’。”
冯可波说。

关注流浪人员，缘于冯可波
幼年时的一次经历，“小时候有
一次走丢了，后来又不幸溺水，
幸好遇到了好心人的帮助。那时
候的一口热粥，觉得格外香甜可
口，特别温暖。”冯可波说：“那
时候我就想，以后我也要帮助有
需要的人。”

1992年，来自广东的颜女
士因生活不顺而流落南宁街头。
年仅20岁的冯可波想到家里有
空房，在征得颜女士同意后，将
她带回家中，免费提供食宿。这
是他第一次帮助流浪者。

从此，冯可波埋在心底的爱
心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他格外关
注起街头流浪人员。晚上只要有
时间，他就会带着些水果、面包
上街帮助流浪者，愿意接受食物
的就给对方食物，愿意跟他走的
就暂时提供住处。

为能更系统地帮助流浪者，
2013 年 6 月，冯可波成立了

“大爱之家”，“一来方便管理，
二来家里已经容纳不下这些流浪
人员了。”

流浪人员被送到“大爱之
家”后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经过休整，很多人找到工作自食
其力，“大爱之家”的床位便空
出来继续救助下一个流浪者。

在冯可波的影响下，很多爱
心人士纷纷加入“大爱之家”，
很多获助者自食其力后也会回来
帮助其他流浪人员，继续延续这
份爱心。

这些年，冯可波发现，帮助
街头流浪人员，给他们提供食宿
虽能帮助他们解决一时的困难，
但只有帮他们找到亲人，让他们
回归家庭、回归社会，才会彻底
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2020年，冯可波在核实一
名流浪人员的身份时，无意中帮
其找到了家人。这件事过后，他
在“大爱之家”牵头成立了寻亲
帮扶小组，专门帮流浪人员寻找
家人。

河北41岁的流浪人员王某
华，20多年前离家出走，母亲
临终前嘱咐哥哥一定要找到他。
寻亲小组在巡街时发现了他，并
辗转通过身份核对，让他们兄弟
终于团聚……3年来，“大爱之
家”联合寻亲公益团队和南宁救
助站，已成功帮助300多位走失
人员找到了家人。

经过多年发展，“大爱之
家”已有专职志愿者15人，累
计救助流浪人员 3000余人次。

“大爱之家”的20余个安置点大
多是租来的，每月的房租和水电
费要花几万元。虽然有一些公益
捐助，但并不稳定。“不忍心看
到他们再回到街头，忍饥挨
饿。”冯可波已经不记得自己身
上的衣服穿了多少年了，“现在
觉得很满足，对物质上没有太多
的要求。”

“我把他们当家人，虽然很
难，但一定会坚持做下去，直到
生命最后一刻。”冯可波坚定地
说。

（纪小飞）

冯可波：

给流浪人员一个遮风避雨的家

本报讯 2023深圳慈善大
会暨第六届鹏城慈善奖致敬典礼
近日在深圳会堂举办。

会上，深圳市慈善会举行了
换届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
事会、监事会。同时，为助力推动
深圳慈善高质量发展，深圳市慈
善会正式启动“美好生活发展基
金”，以专项基金为载体，共建民
生慈善发展资金池，着力于民生
发展所急、城市发展所需、行业发
展所求，打造立足深圳、服务民
生、全民参与、全民共建的慈善品

牌。20多家企业现场举牌认捐，
认捐总额超2.94亿元。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在
大会上表示，多年来深圳市为推
动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创新发展破
题探路，开创了国内慈善公益领
域的多个“第一”，为全国慈善事
业发展贡献了“深圳智慧”。

大会发布了第六届“鹏城慈
善奖”褒扬名单，一批慈善楷模、
机构、项目以及捐赠个人企业获
得褒扬致敬。

（李希金）

2023深圳慈善大会举办

徐金娥和受助老人（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舒迪）中国
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大手牵
小手阳光工程联合广东省希贤教
育基金会阳光青少年基金，于近
日在北京举办关爱孤独症儿童研
讨会以及相关公益活动。

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围绕关注
和解决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问题、
如何正确看待自闭症儿童、自闭症

困境儿童存在的问题、如何构建自
闭症儿童帮扶体系及措施、艺术对
孤独症儿童康复作用等话题进行
了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当天的活动现场为孤独症儿
童举行了大型义卖活动、全国阳
光少年书画公益活动暨公益定向
邀请展等相关公益慈善项目的启
动仪式。

大手牵小手阳光工程关爱孤独症儿童

本报讯（记者 贾宁） 4月
6日，随着北京西城月坛街道华
方居家养老餐桌集配中心的建
成，同步挂牌成立了“月坛小哥
服务驿站”，为快递小哥等新就
业群体开展系列暖心志愿服务。

据记者了解，“月坛小哥服
务驿站”主要为快递小哥、外卖
配送员等群体提供避雨、取暖、
饭菜加热、就餐、喝水、手机充
电、电动车充电等服务。驿站中
还设有书籍报刊阅读区域，同时
这里会发布月坛街道党群中心组

织的各种活动计划，让小哥们知
道有哪些活动可以参加。此外，
驿站的墙上还张贴着各种照片展
示小哥们的精神风貌，挂着意见
手册收集小哥们的心愿诉求。

据月坛街道负责人介绍，在
辖区内建立服务驿站，不仅能更
好地为周边广大新就业群体提供
优质服务，还能让新兴领域党建
工作更加深入基层。今后该街道
会对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开展多
元化的创新服务活动，进一步提
升大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服务驿站”温暖快递小哥

在爱星筑梦公益服务中心成长起来的在爱星筑梦公益服务中心成长起来的““星青年星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