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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残疾人感受到关爱和支持

记者联系到辽宁省本溪市政协委
员、弘益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负责人徐
微时，她正忙着准备传达学习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
的材料。“从北京回来后，已经在本
地各公益机构分享过很多次心得体
会，这次是本溪市残联第一次组织的
集体学习。”徐微说。

“传达中国残联八代会精神时，
残疾人朋友反响热烈。尤其在提到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
务体系，不断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等内容时，我看到前
排很多残疾人朋友都红了眼眶。”徐
微说：“作为中国残联八代会代表，
也是一名公益人，我会继续及时把
党中央的关怀重视和决策部署传递
给广大残疾人和残疾人工作者，让
更多残疾人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爱
和支持。”

虽然是第2次走进北京人民大会
堂参加中国残联全国代表大会，“但
和5年前一样，我还是很激动。”徐
微对大会致辞中“多为残疾职工、残
疾青年、残疾妇女、残疾儿童做雪中
送炭的事”这句话印象深刻，“这也
是这些年我们走进残疾人家庭做志愿
服务，想为他们做的事。”

徐微和残疾人的缘分源自一次偶
然。“2008年在公交车上碰到个小女
孩，因为同时为一个老人让了座，我
就想跟她唠唠嗑，但和她说话她就是
不理，后来才知道她患有听力障
碍。”随后徐微和女孩互留了联系方
式，没想到，这次偶然相遇从此改变
了她未来的人生轨迹。

“通过这个小女孩，我又认识了
更多的残障儿童。”接触得越多，徐
微越发现，他们在心理健康和生活工
作等方面都需要一些及时可行的帮
助。于是，当年 4月她发起设立了

“残障少年心理建设项目”，和孩子们
一起游戏聊天，整理内务，为本溪市
特教学校的86名残障儿童提供心理
辅导和生活照料。

为了更好地倾听听障儿童的需
求，徐微利用一年多的时间自学了手
语，此后一直坚持为团队成员进行手
语培训。“后来还被各窗口单位邀请

去给工作人员进行手语培训，我能感
觉到全社会扶残助残的氛围越来越
好。”这些年，徐微会定期为本溪市
民警、医生及其他服务行业的工作人
员提供手语教学。

真正的尊重源于理解

“对孩子们了解得越深入，我越
发现，想把这件事做好需要全身心地
投入其中。”2009年，徐微发起成立
了全国首支为盲人提供无偿服务的导
盲义工队，也是从那时起，她辞去工
作，成了一名专职义工。

在本溪市，视障人士都知道当地
有个导盲义工队。“只要有事，志愿
者都毫不推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马上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一位多次
受到义工队帮助的视障人士说。徐微
告诉记者，14年来，导盲义工队已
经帮助3000余人次视障人士解决了
实际困难。

“我们要求每名导盲队员要进行
70个小时左右的蒙眼黑暗体验，充
分理解视障人士生活及出行的不易
后，再去接受由市残联康复专家提供
的导盲随行基础训练，之后才能为盲
人朋友提供出行引导服务。”因为这
项严苛的要求，400余位报名志愿者
中最后只选出了60余人成为导盲队
员。

自2009年开始，徐微和伙伴们
每年还会举办一次题为“感受黑暗，
播撒光明”的主题体验活动。“我们
希望让更多人对视障朋友的困难有一
个直观的感受和体会，真正的尊重源
于理解。”徐微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导
盲义工队就获得了国务院残工委颁发
的“全国助残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17 年，在有关部门的支持
下，徐微又发起成立了本溪市首家社
工类社会组织，由志愿服务转型为专
业服务，定期开展扶残助残、留守和
困境群体的帮扶活动。“服务项目越
来越多元，但内心觉得最有感情的还
是残疾人朋友，是他们把我引到了公
益路上。”徐微动情地说。

期待履职走深走实

去年成为本溪市政协委员后，徐
微在公益路上更有了干劲儿。

一年多来，徐微多次参加本溪市
政协组织的各项调研活动，先后提交
《未成年人心理安全需求调研报告》
及《关于我市应急救援指挥工作情况
的调研报告》，并协助市政协社会和
法制委员会开展了《关于创新我市未
保工作》委员讲堂活动。

“作为委员新兵，我对自己的要
求是用更多扎实的调研数据，形成提

案和建议带到市‘两会’，真正帮助
更多残障朋友、困境群众等解决一些
实际问题。”徐微说。

对本溪市的盲道进行调研，是徐
微一直在做的事情，成为政协委员
后，盲道更是她关注的焦点问题。

“每年主、次干路都会有所改造和建
设，所以数据需要实时更新。”徐微
告诉记者：“本溪无障碍环境建设起
步较晚，近年来，盲道设计及建设得
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仍存在一些问
题。”今年她计划和千余名志愿者一
起，把本溪市所有的主次干路及支路
街巷路再走一遍，把盲道的最新数据
形成调研报告，带到明年的市“两
会”上。

“9月1日起，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正式施行，残障朋友们都期待着无障
碍设施的完善，为他们更好地融入社
会、提高生活幸福感保驾护航。希望
我们的调研能够呼应残障朋友的期
待。”徐微笑着说：“希望我们的导盲
义工队有一天不再有存在的必要，视
障人士都可以安心地独自出行。”

采访中，徐微收到一条短信：
“大侄女，什么时候过来告诉我，我
提前出去迎你们。”她笑着和记者分
享了这位葛大爷的故事。75岁的葛
大爷身患小儿麻痹症致肢体残疾，几
年前儿子因病去世，他备受打击，身
体每况愈下。

“我们了解到葛大爷急需一台家
用制氧机，立即为他筹款送了过
去。”此后，徐微和志愿者们经常上
门，为老人打扫打扫卫生、做顿可口
饭菜、聊聊天宽宽心，“开始时他不
怎么理我们，后来越来越盼着我们过
去。现在老爷子身体好了很多，心结
也慢慢打开了。”

“做公益15年，很多帮扶对象像
葛大爷一样，早已不是亲人胜似亲
人，每次收到这样的惦念心头总是一
暖。”徐微说，公益和履职路上她有
太多的计划：残障朋友需要更多的关
怀与支持，孤寡、留守老人需要看得
见、摸得着的温暖服务，留守儿童需
要更多有效陪伴与成长的机会，妇女
们需要参与社会生活的窗口，社工人
才需要孵化的平台……“公益路上只
有起点没有终点，希望未来影响更多
人来帮助更多人，也期待履职能够走
深走实。”

“残疾人朋友始终是我的牵挂”
——访辽宁本溪市政协委员、中国残联八代会代表徐微

本报记者 郭帅

逐梦远征逐梦远征 书写新篇书写新篇

日前举行的中国残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代表中，有许多是各级政

协委员。新征程上，他们逐梦远征，书写新篇，继续为残疾人办实事、解难事，让很多残疾人感

受到了政协的温暖和力量。为此，本刊特开设“逐梦远征 书写新篇”专栏，挖掘和报道中国残

联八代会代表中的各级政协委员，听他们讲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民履职的感人故事。

——编者

徐微徐微 （（右右）） 在公益活动中在公益活动中

一盘盘热腾腾的饺子，不时传出的欢声笑
语……金秋十月，江苏南通海安市雅周镇秋高
气爽。在老兵江承年家中，城南实验小学中
队的孩子们边听江爷爷讲着抗战的故事，边
和志愿者们一起包着饺子。

这场“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活动，由
海安市鸿雁志愿服务大队负责人刘宏燕牵头组
织。海安市这些抗战老兵，刘宏燕再熟悉不
过。从1996年起，她已经连续举办关爱老兵
活动27年。几乎每个星期，她都会带着志愿
者们到老人们家中包饺子，陪他们聊家常。

抗战老兵陈龙的儿媳杭路兰一直把刘宏燕
当作亲人：“老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但抗战
时候的事儿他基本都记着。刘大姐就总过来
给他唱红歌，还会带孩子们来听他讲革命故
事，老爹每次都特别高兴。”

很多人看不出，每天风风火火的刘宏燕今
年已经62岁。像这样的老兵，刘宏燕一共照
顾了21位。除了退伍老兵，数十年来，她还
照顾过80余位孤寡老人，资助了21名困境儿
童……

来自黑龙江的刘宏燕远嫁海安市已经30
余年，她曾是敬老院的护理员，先后陪护16
名老兵走完了他们人生中最后的旅程，因此对
老兵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退休后，她坚持回
到敬老院做志愿服务活动。面对不理解的声
音，她总说：“我从小就敬佩英雄，想用自己
的行动向他们致敬。”

每年大年初一，本是阖家团聚的日子，刘
宏燕却总会缺席中午的团圆饭，因为她要在新
年第一天赶到洪旺村赵坚烈士陵园祭扫革命烈
士。“来自海安的赵风和老人曾经承诺为牺牲的
战友守墓，70多年来拖着残腿风雨无阻。”刘宏

燕哽咽地说，老人如今年事已高，深受感动的
她在2017年接过了老人的接力棒，几乎每周都
会骑车近一小时到陵园为革命烈士扫墓，擦洗
墓碑、清除杂草。

一个好人，带动一群好人。2018年，刘
宏燕牵头组建了海安市鸿雁志愿服务大队，常
态开展“爱心助空巢”“关爱抗战老兵”“义务
守陵”等志愿服务活动。目前，服务大队已有
2万余名志愿者，开展活动千余次，足迹遍布
了海安城乡各地。

“如今在我们学校，‘跟着宏燕学雷锋’是
深受孩子喜爱的公益活动。”海安市城南实验
小学校长许卫兵告诉记者。在刘宏燕的影响
下，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了一颗“红色种子”。

“今年春节前夕，孩子和家长们还自发为云南
省大理州永平县的困境儿童捐赠日用品，衣
服、书本、玩具等装了整整7个大包。”许卫
兵说。

“我跟随刘阿姨做志愿服务多年，她无私
奉献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很多人。提起志
愿服务活动，我们年轻人的精力体力远不如
她。”志愿者王艳红说，刘宏燕经常召集领队
一起了解近期的服务情况，收集服务对象的

“微心愿”，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实现愿望，“这些
年来，刘阿姨为了给受助对象提供更加专业的
帮助，还自学了基础护理学、康复医学、心理
学，并考取了护理证。”

近年来，刘宏燕先后获得“第七届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中国好人”“全国最美志愿
者”等荣誉。但她依旧骑着那辆电动车，奔走
在照顾老兵、帮助困境群众的路上，她说：

“在路上，我心里才踏实。做志愿者就是我毕
生的事业，只要还做得动，就一直做下去。”

“做志愿者是我毕生的事业”
本报记者 郭帅

近日，2023年女排奥运资格赛
在宁波市北仑区举办。在被称为“中
国女排第一主场”的北仑中国女排的
集训基地比赛现场，北仑区政协委
员、北仑区慈善义工大队队长周天伦
和团队成员们身穿红马甲，继续为运
动员和球迷们做着专业的志愿服务工
作。这样忙碌而充实的志愿者生活，
是周天伦20余年来的日常。

在北仑区纪念林公园，“同心向
党·善行北仑”委员工作室的招牌格
外醒目。这家工作室，由周天伦于
2022年6月牵头成立。“我们工作室
汇聚了一批热心公益的委员，日常工
作深度契合政协职能定位与和谐社会
建设的需要。”周天伦告诉记者，工
作室成立至今充分发挥委员特长，争
创政协特色，成为北仑区政协委员常
态化参与公益活动的重要载体。

“同时，我们整合各类社会资
源，吸纳了更多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
共同参与，工作室的影响力正在不断
扩大。”周天伦说：“今年夏天，我们
工作室联合多家单位在北仑区路口、
商铺等地设置了不少‘爱心冰箱’，
户外工作者可以按需免费领取降暑饮
品。”两年来，工作室做了很多类似
的活动，让更多人感受到了来自政协
委员的温暖和关怀。

刚刚过去的中秋佳节让周天伦想
起了自己第一次参加公益活动的情
景。“20年前的那个中秋节，我和伙
伴们拿着100多盒月饼和水果去看望
慰问霞浦福利院的老人。”从此以
后，福利院就成了他和伙伴们志愿服
务的定点，他们经常过去为老人们剪
指甲、理头发、洗澡擦身，陪老人们
聊聊天。

除了福利院老人，周天伦与志愿
者们也一直在关心爱护残障儿童，经
常为孩子们添新衣和玩具、为他们讲

故事、陪伴孩子们做游戏，“希望孩
子们能够在成长过程中收获更多关注
和爱护，在充满爱的世界里茁壮成
长。”周天伦说。

一次偶然机会，周天伦接触到
渐冻症患者，从此这个群体也成了
他心中的牵挂。为了让他们的生命
不再无力，在周天伦和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的推动下，北仑区慈善总会
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启动了“关爱渐
冻人”项目，成立慈善义工关爱

“渐冻人”爱心队伍，周天伦成为爱
心队伍中的骨干。

“最初成立那年，我们走遍了北
仑区所有的乡镇街道，走访了每一位
渐冻症患者。”近年来，周天伦和伙
伴们建立了北仑区渐冻人数据库，及
时了解患者需求并给予帮助，为患者
长期开设绿色通道，汇集多方力量多
次开展爱心义卖义捐等活动，筹集善
款为患者购买医疗服务及康复仪器，
帮助他们重拾战胜疾病的信心，让他
们在“抗冻”路上不再孤独无助。

进入政协大家庭后，依托政协平
台，周天伦在公益活动中不断深入调
研，把困难群众的共性问题形成提
案；他在委员会议上积极发声，向大
家讲述参与公益活动的所见所闻、所
思所感，呼吁更多委员参与公益；他
和伙伴们一起录制“渐冻人”公益视
频，用网络的力量号召更多人参与到
关注“渐冻人”的队伍中来……

“看到一件件民生实事通过政协
渠道得到妥善解决，我特别开心。”
周天伦说：“百姓的身边事，就是我
最关心的事，我要做好他们的‘代言
人’。目前提出的多件提案都在逐步
落地，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我也
会继续认真履职，在履职路上种下公
益的‘种子’，争取让更多人参与到
志愿活动中来。”

宁波北仑区政协委员周天伦：

在履职路上种下公益的“种子”
本报记者 鲍蔓华 通讯员 黄宇

对于大部分盲童而言，声音是感
知这个世界的一束光。作为音乐教
师，为了让更多盲童通过音乐感受到
世界的温暖和美好，致公党辽宁省大
连市沙河口区基层委员会委员孙东旭
成了一位“追光者”。

“由于工作原因，经常会带着孩子
们参加各种比赛。”从大学起就参与组
织公益活动的孙东旭想到了更多的特
殊儿童，“也许我可以用专业知识为特
殊儿童做更多的事情。”带着这样的想
法，她走进大连市盲聋哑学校，帮助视
障学生组建了一支合唱团，并一直利
用业余时间组织合唱团排练。

合唱团中的孩子们大多来自偏远
地区，有的来自单亲家庭，有的是留
守儿童，但他们都有着对音乐的热忱
和执着。“这些孩子排练都非常刻
苦。这些年来，他们不仅学到了音乐
知识，更在音乐中重拾了快乐和自
信。”孙东旭说。

盲人合唱团里有个孩子原本非常
喜欢唱歌，但由于眼睛视线越来越模
糊，原本开朗的他变得郁郁寡欢。

“我当时看着特别着急，总是拉着他
聊天，有时候也给他讲些励志故事，
终于有一天他愿意继续唱歌了。”不

久后，笑容重新绽放在孩子脸上。
“还有一名学钢琴的盲人学生，

虽然看不到乐谱，但听力非常灵敏，
排练时特别擅长把握音乐的节奏感和
准确度。”得知这个学生想通过学习
钢琴参加艺考，孙东旭便手把手教
学，不厌其烦地为其辅导乐理等知
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该生在钢琴
演奏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离自己的
理想高校又近了一步。

“能够尽己所能帮助孩子们学习
音乐，陶冶情操，是一件非常幸福的
事。”孙东旭说：“孩子们每次期待地
问我什么再去，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
件特别正确的事情。”

除了让更多盲童用歌声唱响光
明，这些年来，孙东旭的善举一直影
响着周围的人，也受到了致公党大连
市委会的关注及大力支持。前不久，
她经过实地走访、调研和磋商，还促
成了致公党大连市沙河口区基层委员
会与大连市爱纳孤独症障碍者综合服
务中心的长期帮扶关系。“我们最近
刚和爱纳孤独症烘焙坊的孩子一起做
了场烘焙义卖活动，希望能继续帮助
更多残障孩子，实实在在为他们解决
些问题。”孙东旭说。

“追光者”孙东旭：

助盲童用歌声唱响光明
阎鹏 本报记者 吕东浩

善行录
shanxinglu

“善行让生活更美好”——2023年常熟市慈善文艺晚会近日举行。晚会节
目形式丰富、内容精彩，有叙述普通人无私捐献遗体的情景故事《永不消逝的
生命》，以博大的善爱闪耀温暖的光彩；记录救助重大特定病患经济特困人员
的音乐快板《希望的窗口》，展现了常熟慈善用情行动、精准就医；小品《走
进大山》，让大家了解慈善助学力量……

据介绍，江苏常熟自古就是一座崇善、向善、举善成风的江南名城。在这
方热土上涌现过无数杰出的慈善人物，产生过无数感人的善行故事。今日常
熟，多方共济的慈善之力正贯穿城市发展的始终。常熟市慈善总会更是致力于
创新慈善项目，拓展慈善内涵，贡献慈善力量，培育慈善文化，精心打造“江
南福地、善美常熟”的慈善品牌，彰显“小城大爱、善美常熟”的城市情怀。

（张雨嘉）

江苏常熟举行慈善文艺晚会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融情交流 文化传承”暨
“我在北京有个家”和田行公益活动近日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和田地区举行。

“融情交流 文化传承”公益项目由共青团北京市
委、北京援疆和田指挥部、共青团新疆和田地区委员会和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2019年发起，截至目前在和田
地区已落实资金800余万元，开展联系交流活动覆盖青少
年3万余人次。

为改善和田地区困境青少年的学习环境，共青团北京
市委、希望工程北京发展中心引导社会资源持续捐赠“希望
书桌”。本次活动中，除继续捐赠“希望书桌”，还向洛浦县阿
其克乡中心小学援建了“希望阅览室”和校园卫生室。

活动中，共青团北京市委、希望工程北京发展中心特
别联合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团委，向当地学校捐赠了一批航
天模型，让“飞天梦”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加强当地
青少年的现代教育和科普教育。

“我在北京有个家”公益活动走进和田

本报讯（记者 舒迪）记者从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获
悉，浙江省安吉县从2021年全面建成村（社区）级慈善工作
站以来，安吉县慈善总会持续推动以“村募村用”的方式发
展辖区各村（社区）慈善事业，依法依规让善款以快速、精
准、有效的方式解决辖区内困难群众的急难需求。

“村募村用”即由村民、乡贤、村内企业等捐赠的善
款存入村里的慈善账户，用于本村的困难群众救助、乡村
振兴等公益慈善项目。据安吉县慈善总会负责人介绍，

“村募村用”是家门口的慈善，更贴近村民百姓生活日
常，激发其参与捐赠热情，感受善款发挥的作用，从而让
慈善事业进一步助力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此外，村慈善工作站作为村募善款的管理机构，村干部作
为村募善款的管理者，更是对困难受助对象知根知底，能
精准地将每一分善款用到最需要的困难群体身上。

浙江安吉：

“村募村用”打造家门口的慈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