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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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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善举
fanrenshanju

给孩子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在河北正定县，有一处占地10亩
的爱心农场。走进院子，一排“欢迎回
家”字样的大圆石头格外醒目。虽然离
市区不远，这里却有着一派别样静谧的
田园风光。农场里，各种时令果蔬挂满
枝头，树荫下，几只家禽正悠闲地踱步
觅食。

暑假以来，小院里总是充满孩子们
的欢声笑语。爱心农场的主人名叫信宝
颖，是河北992大家帮志愿服务队负责
人，也是这些孩子们的“爱心妈妈”。

每到寒暑假，孩子们就像归巢的小
燕子一样，从各地回到爱心农场。孩子
们的寝室，信宝颖习惯隔三差五地过来
打扫，大到家电家具，小到孩子们的日
用品，她总是安排得妥妥当当。临近假
期，她还特意为孩子们挑选了新衣服，
迎接孩子们回“家”。

“已经9年了，但每次听到孩子们
回‘家’后的那声‘妈’，还是会特别
感动。”信宝颖说。

爱心农场里住的都是信宝颖助养的
孩子。“他们的父母因为各种原因不能
尽到抚养义务。平时孩子们在户籍所在
地读书，都是住校的。寒暑假时，只要
他们愿意，就可以来这里，这里永远是
他们的家。”9年来，先后有30多个孤
困孩子在信宝颖和志愿者们的陪伴呵护
下茁壮成长。

这段时间，因为河北多地洪涝灾
害，信宝颖格外忙。“前后已经去了涿
州好几趟了。回来后，又得知易县南
城司乡受灾严重，急需生活物资支
援，我们又马不停蹄地采购物资送过
去。”

忙着抗洪救灾的同时，信宝颖一直
放心不下爱心农场的孩子们。“他们只
有寒暑假才能回家来，我想尽好一位母
亲的责任，多陪陪他们，给他们多做点
爱吃的。”8日一早，因为心里惦记孩
子，信宝颖早早起床后，就在农场的厨
房忙活起来，“给孩子们做顿丰盛的早
餐。”

“刚准备建农场时，很多志愿者都
提出过捐款捐物。”信宝颖说，她都婉
言拒绝了，农场由她独自出资200余万
元建成，“这是为孩子们遮风挡雨的
家，我希望它是纯公益的。”

“即使再难，也没想过放弃”

“做公益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信宝颖今年48岁，她的公益之路始于
1997年。“因为工作关系，那时候经常
跟着专家一起到山区义诊。每次去大山
深处，心里都特别触动。”信宝颖发
现，山区里有不少孤寡老人和困境儿童
需要帮扶，她就常为这些老人和孩子送
些日常药品和生活用品。

“决定把公益当作事业来做，是因
为一个小女孩的一句话。”那次，信宝
颖去一名受助小女孩家探望，女孩双眼
噙满了泪水，看着她问道：“阿姨，我
好羡慕那些有爸爸妈妈陪着的小朋友，
我为什么没有一个温暖的家？”

小女孩的话语深深刺痛了信宝颖，
她默默发誓，“没有家就给孩子们创造
一个家，给他们妈妈的爱和温暖。”

2014年初，信宝颖开始着手筹建
爱心农场。“当时那块是一片河滩地，
相对便宜一些，但动工难度也大。”为
了让孩子们尽快见到自己的“家”，信
宝颖把自己的车开进工地，晚上就干脆
住在车里。“很多志愿者听说后，都过

来帮忙。所以3个月我们就把农场建好
了。”

最早“回家”的英英是石家庄行唐县
人，父亲早亡，母亲患有精神疾病住进医
院，只剩下她与弟弟军军相依为命。“姐
姐特别乖巧懂事，有好吃的好玩的都是先
让着弟弟。”信宝颖心疼不已，询问姐弟
俩是否愿意跟她“回家”，英英点了点头。

“信妈妈笑容很温暖，到了农场，妈
妈忙前忙后给我们准备生活用品，为了让
我们好好学习，还给我们买了笔记本电
脑。”英英哽咽地说：“我刚去不适应，她
就陪着我一起睡，从没有人对我这么好
过。”

正当爱心农场步入正轨，来过寒暑假
的孩子越来越多时，信宝颖却突遇人生低
谷。“那时候爱心农场面临拆迁，创业又失
败，一下几百万的损失。”她说：“很多人劝
我放弃爱心农场，但我从没有动摇过。”

“我把孩子们接过来，就是要答应给
他们一个家。”信宝颖说：“如果我放弃
了，孩子们又会受一次伤，所以我必须坚
持。”

2018年，爱心农场搬到了如今的位
置，依旧是孩子们温馨的“家”。信宝颖
还在孩子们的寝室旁打造了一个露天花

园，凉亭、石凳、石桌应有尽有，还特意
养了两只小猫，“因为孩子们喜欢……”

这里是他们永远的家

这个暑假，女儿蕊蕊收到了理想高校
的录取通知书。看着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女
儿，信宝颖最近总会翻看女儿小时候的照
片，“这些年我时常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
女儿。”

因为要把关爱和时间分给更多的孩
子，爱心农场开办9年来，信宝颖很少辅
导过女儿功课，“甚至一次都没有带她出
去旅游过，每次出去都是跟着我去大山里
做公益活动。”

信宝颖永远记得女儿中考那天，军军
正好住院准备做眼部手术。考虑再三，信
宝颖决定先陪军军，中午赶去考点和女儿
吃饭。“不巧那次手术延时了，我赶到考
点时，看到女儿正蹲在路边啃馕……”信
宝颖的双眼立刻模糊了，“那种愧疚感，
现在想起来还是会很难受。”

“小时候不理解，也不愿意和其他人
一起分享妈妈的爱。”蕊蕊说：“但和哥哥
姐姐、弟弟妹妹相处久了，懂的道理多
了，我开始因为妈妈而自豪。”

除了开办爱心农场，信宝颖还是河北
992大家帮志愿服务队负责人，也是“宝
贝回家”、河北省妇联“燕赵她志愿”等
公益平台的志愿者。对于信宝颖来说，志
愿服务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今她每年组织的大小公益活动有近百
场，帮助很多孤寡老人、困境儿童、残疾
人走出生活的沼泽。

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
18家单位和部门公布了 2022 年度全国
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
名单，信宝颖入选。对于荣誉，她说：

“我是一名党员，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事，能坚持一路走来，只因为心中装满
爱心与牵挂。”

“只要有时间，我会叫着我们爱心农
场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公益活动，我希望他
们都能成为懂得奉献的好孩子。”信宝颖
说。爱心农场里，鲜红的桃子挂满枝头，
看着树下正在采摘的孩子们，信宝颖忍不
住嘴角上扬，“一转眼9年过去了，孩子
们像这小树苗一样生机蓬勃地成长着。今
年还有几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步入社会。
农场会一直办下去，因为这里是他们永远
的家。”

“心中装满爱与牵挂”
本报记者 郭帅

河北992大家帮志愿服务队负责人信宝颖每年都要组织近百场公益活动，帮助很多家庭走出困境。近日荣
获 2022 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愿者的信宝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 余年公益路，能坚持一路走
来，只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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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山西吕梁，高温不
断。迎着酷暑，吕梁市政协委
员、久久爱心公益协会会长张
安才带领志愿者团队奔走在大
山深处，眼看太阳已经偏西，
他默默加快了脚步。张安才正
在带领爱心人士开展协会的

“一对一助学”活动，他们要
确保在开学前把所有慰问物资
发放到那些需要资助的学生手
中。

“每年暑假开学前都得忙
一段时间，得让孩子们安心读
书！”张安才说。

不远处，中阳县武家庄镇
石口头村村民邢亮平不时朝村
口张望。2022年，他因尿毒
症做了手术，让本不富裕的家
庭雪上加霜。“孩子们还在读
高中，正是吃劲儿的时候，却
还得因为我担心学费的问
题。”邢亮平哽咽地说，正在
发愁之际，张安才把助学金送
到了家中。

“我看到张大哥短信，说
他们今天要过来，就出来迎迎
他们。”邢亮平说：“今年身体
好了很多，很快就能干点活儿
了。将来我也想做志愿者，跟
着张大哥一起做好事。”

自2017年久久爱心公益
协会成立以来，助学活动从没
停下。“现在已经帮助了200
余个孩子。”张安才说，“一对
一助学”项目是协会的品牌公
益活动之一，“吕梁很多爱心
人士都知道我们这个项目，也
会通过我们和困境孩子结成对
子，进行长期帮扶。”

“我知道为学费发愁的滋
味。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想
让孩子们都能专心读书。”张
安才出生在吕梁市方山县高家
沟村，家中兄弟姐妹 6 人，

“小时候除了过年能吃上白
面，学费也是乡亲们东拼西凑
才勉强凑够。”

“我一直想回报乡亲们的
这份恩情。”2004年，张安才
下海经商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
金，正在事业如火如荼发展
时，他却突然调转轨道，把大
部分精力放在了公益路上。

“2016 年第一次参加公益活
动，当时触动特别大，觉得这
就是我想做的事情。”2017
年，张安才成立了吕梁市久久
爱心公益协会。

“认认真真做调研，给困
难群众实实在在地帮扶。”这
是协会成立之初，张安才定下
的规矩。成为吕梁市政协委员
后，这也成了他履职路上对自
己不变的要求。

2021年10月，一通电话
更坚定了张安才坚定公益的决
心和信心。“一位2018年受资

助的学生找到我，她刚参加工
作发了工资，第一时间就想到
来资助更多困境孩子，把爱心
延续下去。”此后，又有多位
曾经的受助学生联系到协会，
从受助者到助人者。在这样的

“角色转换”中，张安才和志
愿者们感受到了爱的温暖和力
量。

如今，年过半百的张安才
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公益
活动上，身边亲朋好友也在他
的影响下纷纷加入协会，张安
才还把助学扶困的触角延伸至
新疆和西藏。

2021年 7月 18日，久久
爱心协会组织志愿者赴新疆喀
什地区莎车县、疏附县等地开
展走访调研活动。“我们走访
时发现一些学校的课桌椅磨损
严重并且缺乏体育器材。”回
到吕梁后，张安才第一时间发
出援助募捐倡议，为当地送去
了800余套桌椅板凳，还有体
育器材、音响设备等，“到现
在一直在对他们进行持续帮
扶，看着孩子们高兴，我们都
乐在其中。”

同一年，协会还制定了
“十年援藏”计划，“我们计划
用10年时间为西藏边远山区
捐赠100万元，用于困难学校
教学实施项目和养老院医疗器
械改善。”张安才说。

这些年，张安才的团队愈
发壮大，如今已拥有672名注
册志愿者、1020名长期联系
的爱心人士，他助老、助学、
助困的目光也投向了更远的地
方。

“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山
西省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山
西省道德模范”……久久爱心
协会办公室的陈列柜展示着团
队及个人取得的荣誉。其中，
最“遥远”的一本证书，由非
洲马拉维共和国卫生部颁发。

“我 6 月 30 日刚从马拉维回
来，这次为马拉维恩塔加保健
中心捐赠了救护车、医疗器
械、电器等医疗物资。”

“吕梁市对外友好协会一
直鼓励我们民间组织到发展中
国家开展爱心捐助活动，我觉
得这是好事，就积极促成了这
件事。”张安才告诉记者。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
希望将来能继续援助更多‘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把它发展
成我们的公益品牌。”对于协
会未来，张安才充满了干劲儿
和憧憬：“‘一群人一条心，
一辈子一件事’是我当初成立
协会的初衷，相信我们一定会
把这件充满爱的事儿越做越
好，将公益的种子播撒到更多
地方。”

吕梁市政协委员张安才:

将公益的种子播撒到更多地方
本报记者 郭帅

近日，受强台风“杜苏芮”影响，
河北省全域出现极端强降雨过程，部
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灾情牵
动人心，各地救援队赶赴现场，全力
防汛救灾。

“我与救援站全体指战员，请求
前往河北抗洪抢险！”听闻河北灾情
严重，山东省邹平市韩店消防救援站
政治指导员苏庆弟带领韩店消防救
援站34名队员，写下请战书，向山东
省滨州消防支队党委主动请缨，前往
河北灾情一线救援。“我是一名共产
党员，有危险，必须第一个上！”苏庆
弟说。

8月2日，在接到山东消防总队增
援命令后，滨州消防支队立即组成防
汛救灾排涝分队，由苏庆弟担任支队
增援分队救生一组组长，前往河北省
高碑店市开展救援。

救援现场，看似平静的水面，水
下情况却十分复杂，每一次开展救援
行动，对苏庆弟和队员们而言，都是
一场严峻的考验。

一次救援返回途中，苏庆弟所乘坐
的救生艇舷外机螺旋桨被水中的绳子和
水管缠绊住，失去动力。一时间，救生艇
被湍急的水流冲出十几米远，冲进了急
流区，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我下去处理，大家一定要紧紧

抓住舟艇，注意安全。”话音
刚落，苏庆弟便“扑通”一声
跳入湍急的水流中，掏出割
绳刀一把将绳子割断，随即
向备用艇发出救援指令，用
安全绳将被困舟艇拖离危险
水域。

8月3日，苏庆弟一行前
往高碑店市恩赐庄村进行救
援。当时，救援人员在向导
的带领下到达一户人家门
口，里面疑似有人，苏庆弟随
即吹响高音哨，并安排队员

敲门。然而，经过十余分钟呼喊，一直无
人应答。

“我进去找找看，一个都不能落。”说
完，苏庆弟便翻墙爬到家中。经过搜寻，
发现一名老人正躲藏在床底下。原来，
老人不舍得抛家舍业，不愿撤离，苏庆弟
在了解情况后，耐心地宽慰老人。经过
20分钟劝解，老人终于同意撤离，“对不
起，给你们添麻烦了。”老人说道。

“一个都不能落，不能放弃任何一条
生命！”这是苏庆弟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8月5日下午，得知高碑店市新城镇
朱庄村有人员被困，苏庆弟迅速前往被困
人员现场附近。谁料，救援队与被困人员
相距较远，且附近水流湍急，水面有多处
漩涡，无法完成救援。苏庆弟便带领队员
沿着房屋外侧徐徐接近被困人员，在连续
攀爬六栋房屋后，终于到达被困人员所在
区域，成功转移全部被困人员。

连日来，每天连续长时间的水上救
援作业，长时间泡在污浊的水里，苏庆弟
的衣物一直潮湿，身体局部过敏，手指红
肿，手上全部脱皮，但他仍坚持在救援一
线。

“‘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
竭诚为民’，这是我们所有消防员坚守的
信念。我将一如既往地铭记在心，扛牢
使命，履职尽责，再立新功。”苏庆弟说。

“我是共产党员，必须第一个上！”
本报融媒体记者 位林惠

“老师，等我以后去徐州，一定会去看
您！”近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黄平县，位于朱家山脚下的上塘镇中心小
学，很多孩子不舍地抱着老师们哭作一团，
因为相处1年的支教老师们即将离开。

早在2020年，徐州医科大学首届青年
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简称研支团）招募信
息一经发布，医学信息与工程学院2017级
计科班蒋锐和冯星宇便一同报名，并于
2021年夏天如愿成为黄平县上塘镇青年
志愿者团队的成员。

“用不算长的一年时间，做一件终生难
忘的事情！”这是蒋锐的“心声”，也是研支
团全体成员的“初心”。

此后，这支团队一棒接一棒，一年复一
年，执教于山村小学，犹如大山里的杜鹃
花，映红了山区孩子们的心灵。

上塘镇中心小学，面积不大，仅有一栋
教学楼、10多间教室和300多名学生。“住
宿条件确实不算好，但我们都做好了充足
的心理准备。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道难
关是努力适应当地方言。”蒋锐说。

时间流逝，志愿者们也让青春的热情
覆盖了这座山村小学，小朋友们开始慢慢
发生变化。最调皮、最不爱学习的小男生
会到办公室请教老师问题；最不爱说话的
小姑娘开始主动举手发言，微微抬起的眼
眸里闪烁起了自信的光……

“走出校园，走到田间地头，去体验、去
思考，更能想明白自己要什么。”冯星宇坦
言，遇到的困难比他想象中还要艰难些：

“师资力量缺乏，2名教师要承担起一个班
全部的课程教学；孩子们底子相对比较弱，
缺乏音美体等内容的基础。”

研支团的成员们用1年的时间慢慢熟
悉“老师”这个称呼的内涵，也在用行动践行
这个称呼背后沉甸甸的责任。“个人的力量
有限，但好在支教是一场接力赛。”冯星宇
说，他相信“躲在角落里的星星也会发光！”

在首届研支团成员们即将离开的前一
天，小班长拉着他们去教室，为他们唱了首
王菲的《如愿》。“你的手我蹒跚在牵，请带

我去明天……这句歌词，是我这一年支教
历程最真实的写照。”蒋锐如是说。

离开后的一段时间，孩子们经常打电
话：“蒋老师，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看我们？”班
里的“小调皮”王家涵哭着说：“蒋老师你快
回来啊，我想你！”这句话好像打开了蒋锐的

“心闸”，让这个“90后”小伙子红了眼眶。
看到学长学姐们的行动，2018级计科

班周雯的心中也种下了一颗支教的种子。
2022年，当周雯踏入这片土地时，她

切身地体悟到“用不长的一年时间，做一件
终生难忘的事情”这句话，值得她全身心去
实现。

延续学长学姐们的工作法，她和孩子
们共跳健身操、一起玩认字游戏。在周雯
的引导下，没有纪律意识的小顽皮，慢慢开
始听从老师的口令。

周雯还经常向同校的领导同事和省内
外的“名师工作室”的专家和人才请教，借
阅他们的备课案，线上线下听评他们的课
堂、请他们支招低年级学生的教学方法。

饱含着赤诚的情怀，2018级物联网班
周鹏程等也加入研支团。周鹏程永远记得
来到上塘镇中心小学后上的第一堂课，是
三年级的数学课。

“同学们好，我的名字叫周鹏程，是新
来支教的数学老师，来自徐州医科大学。”
这个自我介绍虽然在他心中排练了无数
遍，但是站在讲台上面对着50余张青涩纯
真的脸庞，周鹏程的声音还是禁不住地微
微颤抖。

“刚来时的种种还历历在目，没想到这
么快就要离开，对孩子们有太多的牵挂，每
一个孩子背后都承载了大山里一个家庭全
部的希望。”周鹏程说：“好在，马上又有学
弟学妹继续传递这个接力棒，相信孩子们
会越来越好。”

“这一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在支教
过程中收获颇丰，孩子们的爱是弥足珍贵
的，这份双向奉献的美好，将会永远停留在
我心中。”周雯动情地说。

（潘江平 罗正慧）

徐州医科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用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

本报讯 （记者 王有强
通讯员 霍红丽）在河南省兰
考县近日举办的2023年高考
总结大会上，兰考乡贤教育基
金组织兰考县在外乡贤为考入
重点大学的优秀学子颁发奖学
金。

据了解，近年来，兰考县
通过不断完善信息数据库、建
立异地乡贤联谊会、启动兰考

乡贤教育基金等工作，为乡贤
返乡创业、支持家乡建设提供
帮助和平台，鼓励和引导他们
把个人的智慧、成果、资源与
兰考的发展结合起来，以实际
行动参与家乡建设。

截至目前，兰考乡贤教育基
金及公益项目已累计为兰考考
入全国重点大学学子及任课教
师发放助学助教金156万元。

河南兰考：在外乡贤心系桑梓捐资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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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舒迪）近
期，受台风和强降雨影响，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牡丹江市发生
多起洪涝和地质灾害，严重影
响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华思
源工程基金会联合爱心机构企
业和网友，向牡丹江市捐赠
115万元善款和物资，支援牡
丹江市抗洪救灾，帮助当地受
灾群众。捐赠物资包括饮用

水、女性应急关爱卫生箱、帐
篷、救生衣等灾区急需的物品。

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李晓林表示，将
与社会各界一道，一方面支援
京津冀受灾地区救援救灾和重
建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参与黑
龙江省防汛抗灾，保障一线救
援队开展救援工作，并保障部
分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思源工程”捐赠115万元款物
支援牡丹江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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