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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许多自然灾害的救援现场，都能见到广东省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的身影。从2008年
建队至今，团队从60人发展至近2000人。逆向而行、以身涉险，每一次救援都是一场考验。作为这支队伍的创建
者，石欣15年来带领救援队参与全国各地救援行动280余次，并先后获得“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最
美志愿者”等荣誉。

自然而然的选择

近日，第4号台风“泰利”携狂
风暴雨一度逼近深圳。深圳市公益
救援志愿者联合会的志愿者又一次
投入紧张的备勤工作。

“台风季开启，我们一直处在备
勤状态。一方面强化灾害隐患巡查
排险，一方面也在未雨绸缪做好各
种应急准备，随时准备高效有序地
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广东省人大代
表、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
（简称深圳市公益救援队）会长石欣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自2008年成立救援队以来，时
刻准备出发成了石欣和队员们的常
态。“公益先锋”“生命卫士”“技能
高超”……在救援队的会议室内，
一 面 紧 挨 着 一 面 的 锦 旗 挂 了 满
墙。尽管这支民间自发、全员皆志
愿者的队伍并非职业救援队，但这
些锦旗却诉说着市民们对这支队伍
专业技能的认可，“它们记录了我们
建队15年来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石
欣说。

踏入公益救援领域，缘于石欣
对户外运动的热爱。

“年轻时在户外运动中结识了很
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有时候会有人
在登山途中迷路，大家都是一个电
话就过去帮忙。”直到有一次，一位
登山爱好者的不幸遇难，让石欣第
一次意识到团队配合和救援专业能
力的重要性，“我们当时都很想尽快
把人运下山，让家属尽快见到他。
但那次我们下山用了11个小时，如
果是专业团队且人数足够的情况
下，一般4个小时就能完成。”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在深
圳登山户外运动协会的组织下，石
欣和同伴赶赴灾区支援。此后一
年，他多次往返四川和深圳，兼顾
工作的同时在灾区进行志愿服务。
无论是震后初期的紧急救援、发放
物资，还是灾后重建，他都尽己所
能。

当时，石欣被分配到绵竹市遵
道镇，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仅30多公
里，受灾严重。在群众生活逐步稳
定后，石欣又参与灾后重建，帮助
村民建家园、谋产业。

“灾后要做的事特别多，而自己
能做的又太少，常常感觉力不从
心。”这也让石欣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了组建专业队伍的必要性。就这
样，公益救援事业成了他“自然而
然”的选择。

在石欣的不懈努力下，2008年
9月，深圳山地救援队成立，石欣担
任队长。2012年救援队更名为深圳
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石欣先
后担任秘书长、会长。此后，他几

乎把工作之外的全部精力用在了公
益救援上。哪里有危险和灾情，哪
里就有了这支公益救援队的身影。

队伍成立伊始没有经费，石欣
就自掏腰包购买救援装备，到世界
各地参加专业技能培训，再将学到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带回来免费传授
给队员们。15年来，石欣带领团队
参与了雅安地震、尼泊尔地震、土
耳其地震等50起国内外重大自然灾
害的抢险救援工作。

如今这支队伍已经成长为拥有
山地、水上、高空、城市等6个专业
队，近2000名公益救援志愿者的专
业应急力量。

“追求卓越，是我们的态度”

救援路上，石欣和队友们经历
过无数的险境。

2010年，石欣赶赴云南省大理
苍山，搜救一位在苍山深处失踪近
12天的“驴友”。“我们用了3天时
间，终于找到了人。”石欣说。

当时，海拔4000多米的峡谷陡
峭而深邃，在下撤过程中，石欣因
为抓空，差点掉下悬崖，万幸的是
悬崖上的藤蔓救了他一命。

随后同行的队友和村民向导连
忙用藤条把他拉了上来，“如果没有
伙伴们的帮助，可能就没有我了。”

石欣感慨地说。
像苍山这样的危险情景，石欣和伙

伴们在救援行动中时有发生，余震、泥
石流、山体滑坡等都是救援过程中可能
遇到的次生灾害，但他们也在一次次涉
险中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开始是因为情怀，后来做得多了，
就成了一种责任感。”石欣说：“有了更
多的救援经验和专业知识，就必须让它
们发挥应有的作用。”

2023年2月6日，土耳其东南地区
在12小时内连续发生2次7.8级强震。
石欣第一时间召集信息指挥中心的志愿
者们关注土耳其地震灾害信息，全队备
勤，并组织集结23名队员分两批次抵
达当地开展救灾工作。

作为救援队本次救灾任务的总指
挥，石欣选择了留在深圳，与后方指挥
中心百名队员夜以继日，不间断为一线
队员提供技术、翻译、车辆、物资、补
给支持。

从奔走在公益救援一线，冲锋在
前，向险而行，到如今大部分救援任务
坐镇后方，为前线队员提供全面支持，
石欣会有些失落。“其实更喜欢去一线
实实在在救人的感觉。但在后方指挥团
队，进行广泛的信息搜集和深入细致的
分析研判，为前方行动队员提供强大的
信息支撑、周密的安全提示和可靠的行
动指南，才能最大程度保障行动队员和
受助者的安全，确保高质量高效率完成

任务。”石欣说：“作为团队负责人，这
是非常重要的。”

“工作狂”“铁人”……说起石欣，
救援队队员们对他有着近乎一致的评
价。“感觉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救援队
的信息，不知道他都是利用什么时间休
息。”2015年入队的海滨曾作为水上搜
救队负责人，对石欣的“超长待机”深
有体会。“我们在救灾现场时，他会在
群里关注救援队的各种信息，第一时间
回复消息；我们休息时，他则在后台值
班。第二天翻看记录，竟然发现他一直
在线。”

“我们不仅要做好事，更要把事情
做好。”这是石欣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除了每次行动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应急
救援知识普及也一直是救援队的“重头
戏”。这些年，石欣和团队志愿者们共
开展社区公共安全知识宣导、公共安全
讲座等近800场，受众超过31万人次。

“我总觉得，既然组建了这支救援
队，我们就要尽最大能力做到专业和卓
越，不管结果如何，这是我们做这件事
的态度。”石欣说。

不仅如此，作为广东省人大代表、
深圳市盐田区政协常委，石欣总会抓住
每次“两会”的宝贵时间，发出公益

“好声音”，传递志愿者精神，并围绕公
益慈善、应急救援、志愿服务组织等方
面积极建言献策。

带动更多人加入

“没有石大哥，可能就没有现在的
我。”提起石欣，四川绵竹市爱之援义
工协会副会长李加英说。

李加英和石欣相识于汶川大地震后
的绵竹市遵道镇秦家坎村。“那段时间
乡亲们都很困难，经常缺吃少穿，石大
哥和其他志愿者一起，给了我们很多雪
中送炭的帮助。”受到这些远道而来的
热心人的感染，李加英也主动加入，参
与志愿服务。

在石欣的影响和带动下，李加英注
册成立了绵竹市爱之援义工协会，成了
当地人人竖大拇指的“热心肠”，用志
愿服务温暖着家乡更多的人。

“影响和带动更多人加入志愿者队
伍，这可能是每位公益人的愿望。”每
年新队员招募时，石欣都会给新队员们
上一堂“志愿者精神”主题课。“我理
解的志愿者精神，它不应该是需要咬牙
坚持的，而是在一次次奉献中拥有获得
感，从而越来越愿意做这件事。”石欣
说。

如今，深圳公益救援队被更多人熟
知，每年都能收到上千份入队申请。年
轻人对公益事业的这份热情让石欣更坚
定了自己当初的选择，“我们的团队还
有很多地方需要打磨，未来也仍有诸多
挑战，但相信随着越来越多新鲜血液的
注入，我们的公益救援事业一定会越做
越好。”石欣说。

在逆行中传递温暖和力量
本报记者 郭帅

柔韧细腻的漆线在手中盘、结、
绕、堆，一圈一圈、一遍一遍以线紧
密地盘绕做出各种层次丰富而繁复的
纹样，而后经贴金、清洗、填彩等十
几道繁复工序后，一件独具闽南特色
的漆线雕作品被制作完成。

用漆线“雕琢”美丽人生的人名
叫郭劲旺，从事漆线雕创作已有20
年，是该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

郭劲旺是土生土长的厦门人，
13岁时，他因上山拾柴发生意外，

造成右下肢截肢。
“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

歌。”年少的他面对不幸没有自暴自
弃。15岁初中毕业那年，父亲对郭
劲旺语重心长地说：“你腿脚不好，
去学一门手艺吧，以后可以靠自己的
双手养家糊口……”在父亲的建议和
朋友的介绍下，郭劲旺拜入当地一位
有名的手工艺老师傅门下，开始学习
雕刻、漆线雕和贴金、彩绘等技艺。
近4年的时间，他跟随师父走遍了闽
南大小寺庙，认真临摹和揣度雕刻、

彩绘等相关技艺。
“我在学艺期间一直更偏爱漆线

雕，它是中国漆艺文化宝库中的艺术瑰
宝之一，也是闽南地区独有的传统工
艺。在历史上漆线雕一直被应用于佛像
装饰，俗称‘妆佛’，有其独特的艺术
魅力。”郭劲旺介绍道。

2000年起，有心的郭劲旺开始认
真琢磨如何将这个古老技艺融入现代生
活，他尝试着将原有用在佛像上的漆线
雕装饰工艺剥离出来，附在盘、瓶、寿
山石等不同载体上，使之成为一种现代
艺术品。

艺术上有所成就后，郭劲旺走上
了创业之路。万事开头难，在产品推
广初期，他全国各地跑市场，参加各
种展会，也随之遇到各种各样的艰
辛。有一年到深圳参展，因资金不
足，他和同事将200多件参展作品打
包托运后，又连夜赶去坐10个小时的
大巴到展会现场。

“钱不多，舍不得雇工人，因此拆
包装、搭架子、摆产品全都自己动
手。”郭劲旺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辛苦一天忙完，他拖着满身的疲惫
还要走几公里的路回旅店。晚上，当独
自一人拆下假肢时他才发现，伤口处全
是血泡，流下一摊血水。

“疼！很疼！但咬咬牙就过去了。
平常人创业且不易，何况是我，自然要

付出的比别人更多。”记者在郭劲旺的
眼中可见的是那份异于常人的坚毅。

2006年，厦门漆线雕技艺被列入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漆线雕也逐步蜕变为世人瞩目的
国礼。2017年，他设计的“金砖五国
国花”漆线雕产品，成功入选金砖国家
领导人会晤礼品，其他产品也渐渐“飞
入寻常百姓家”。

2014年，郭劲旺获得了“全国自
强模范”荣誉。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
总想替别人撑把伞。这位潜心传承技艺
的闽南汉子在自己的企业中主动吸纳残
疾人就业，目前他的公司有许多残疾人
在岗，郭劲旺关注并重视这些员工在企
业中的成长。

“招纳残疾人学员和员工是因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掌握一门技
艺可以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努力拥有更
美好人生。”郭劲旺说。

作为漆线雕技能大师和“省级示范
性劳模工作室带头人”，除了招收残疾
人员工外，从2008年起郭劲旺开始为
厦门市、区两级残联进行残疾人培训，
先后被共青团中央和中残联授予“青年
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国家级残疾人职
业培训基地”，接受过他和他企业培训
的残疾人达千余人。

此外，10多年来郭劲旺一直坚持
举办青少年公益夏令营，手把手地将漆
线雕技艺传授给下一代。“漆线雕是一
门传统技艺，需要传承才能让这项传统
技艺焕发新的活力，只有一代一代人的
传承与交接，才能让这个技艺焕发新
生。”

流年不负，未来可期。郭劲旺以执
着坚守着技艺，用信念步履不停地在

“雕琢”着自己美丽的人生。

自强不息，“雕琢”美丽人生
本报记者 照宁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上海
市慈善基金会“孝亲敬老”系列慈
善公益项目的子项目——“慈善集
市进社区·为老服务到身边”近日
在虹口区启动，现场筹集善款
1497万余元，将持续为当地老年
人特别是高龄低保失能失独老人，
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助老服务
工作。

据介绍，这是继青浦区、奉贤
区的子项目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启动的第三批“孝亲敬老”系列慈

善项目。现场，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虹口区代表
处、虹口区曲阳路街道，签署相关
合作备忘录，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和有效监管，使服务老人行动更加
精准化、常态化、便利化和品牌
化。当天，上海市律师协会、上海
市康复器具协会等单位也加入此次

“慈善集市进社区·为老服务到身
边”项目中来，将为社区老年人提
供中医义诊、法律援助、电器维修
等便民服务。

““孝亲敬老孝亲敬老””情暖困难老人情暖困难老人

本报讯（记者 舒迪）记者从
江苏省常熟市慈善总会获悉，该会
2023年上半年共募集资金9294.94
万 元 ， 募 集 物 资 折 合 人 民 币
820.37 万元，其中乡村振兴捐赠
资金4070.91万元。上半年该市慈
善总会救助支出共4142.79万元。

据了解，常熟市慈善总会以增
进民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促进
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加强组织建
设，创新慈善发展方式，已经在全
市形成了人人慈善的良好氛围，有

意愿、自觉捐款在常熟已形成了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常熟市慈善总会会长徐永达
表示，该会将进一步秉承“用心
用情”的慈善理念，充分发挥枢
纽型、行业性慈善组织作用，引
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
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
善事业，发挥慈善在助力共同富
裕、促进社会和谐中的重要作
用，不断开创常熟市慈善事业发
展新局面。

常熟市慈善总会上半年募集款物超亿元常熟市慈善总会上半年募集款物超亿元

“刘永涛到河渠镇报到！”“郝军
钢到苏家庄镇报到！”……近日，来
自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青年志愿者
协会的新一批志愿者纷纷来到指定
的乡镇，配合宁晋县村史村志编纂
委员会开始了志愿服务工作。

2021年 11月，河北省宁晋县
委下发通知，决定启动全县村史村
志编纂工程，并把这项工程交给县
政协牵头实施。1年多来，县政协成
立了宁晋县村史村志编纂专班，号
召广大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其中。

“村史村志可以记录乡村文化、
留存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文明，是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
宁晋县政协委员、县青年志愿者协
会会长王少洁介绍道，“目前编写的
274个村子占了全县村庄的75%，
主编多是村里德高望重、有一定文
字功底的老人。但主编们年龄都偏
大，村史内容又点多面广，所以我们
协会就主动申请去帮扶。”

“主动请缨的志愿者中有一半
以上是我们县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王少洁说：“大家在志愿服务工
作中既感受到了美丽乡村的魅力，
也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看到志愿者们进村走访的认真
劲儿，西丁村村民张进义说出了自
己一直以来的一块心病，“我的爷爷
是在战场上牺牲的，但家里没有任
何证明材料，甚至不知道爷爷安葬
在哪里……”张进义哽咽地说，“父
亲临终前最后的嘱托就是一定要找
到爷爷的安葬地。”

为了核实信息，志愿者们阅读
了大量相关档案，却始终没有理出
头绪。“后来根据当地人的建议，志
愿者跟随县政协委员、西丁村村志
编纂委员会负责人孟琴锋一起开始
寻访当地的烈士纪念亭。”王少洁
说：“我们的志愿者跑遍了宁晋县所
有的烈士亭，却一直一无所获。”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志愿
者们发现了一处隐蔽的烈士纪念

亭。“这里面积非常小，平时大门也
一直锁着。”一位志愿者说，就是在
这里，他们找到了张进义的爷爷张
老让的名字，还意外找到了西丁村
另外两名烈士的名字。

当看到烈士碑篆刻着爷爷名字
的照片时，张进义的眼圈瞬间红了。
他哽咽地说：“谢谢，谢谢你们，了却
了我们一家半辈子的心病。”

“志愿者的出现帮了我们大忙，
不仅推进了村史村志工作的顺利进
行，还出现了像张进义这样寻找到
烈士家属的动人故事。”宁晋县政协
文史委副主任乔艳丽说。

“哪里有需要，我们的志愿者就
要出现在哪里。”自2016年成立宁
晋县青年志愿者协会以来，王少洁
既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7年
来，她和志愿者的足迹遍及宁晋县
各个乡镇及边远村庄。

“乡村一直是我们做志愿服务
工作的重点，比如清洁村容村貌、关
爱陪伴留守儿童和老人。”王少洁
说，“我们协会的助老小组一直在结
对帮助20多位孤寡老人。‘重阳饺
子宴’已经连续举办了7个年头，成
了协会的品牌活动，村里70岁以上
的老人都很期待这个活动。”

“我们每个月都会定时为困难学
生发放助学金，现在资助的有40多名
学生。”王少洁高兴地说，“最近是喜报
连连，很多我们资助的学生都顺利考
上了自己理想的学府。对我们来说，这
些不算什么，却能实实在在点亮这些
孩子的人生。”

7年过去，如今的青年志愿者
协会已经由当初的十几人发展到现
在的500多人。“我们志愿组织有联
系群众的优势，而且我们的志愿者
中有一半以上是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而且青年人居多，相信我们在农
村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以及农
村文明等方面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
用。”王少洁说：“我会带领志愿者们
继续奔跑在乡村振兴一线。”

助力乡村振兴，我们一直在路上！
本报记者 郭帅 通讯员 孟琴锋

凡人善举
fanrenshanju

在河北宁晋县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中，有一半以
上是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在当
地乡村开展多种志愿服务。县政协委员、青年志愿者协会
会长王少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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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骄阳似火。日前北京市石景山区相关街道发动沿街商铺、商务楼
宇为户外工作者开辟临时休息场地、提供解暑饮品和防暑物资。辖区内的
商户等积极响应，共同为奋战在高温下的城市守护者送去一片清凉。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爱心送清凉爱心送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