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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舒迪）记者从
河南省慈善联合总会获悉，河南省
慈善联合总会2023年募集社会捐
赠款物总价值16.58亿元，发放社
会捐赠款物价值17.73亿元，救助
帮扶困难群众166万人次。

河南省慈善联合总会监事长唐
飞介绍说，在该会2023年的工作
中，乡村振兴河南专场和“99公
益日”活动再创佳绩，幸福家园村
社互助工程扎实推进，“困难群众

救急难慈善基金”充满活力，沿黄九
省（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和
河南省第八个“中华慈善日”庆祝活
动反响热烈。

据悉，2024年，河南省慈善联
合总会将在推动慈善行业高质量发
展、推进数字慈善平稳发展、品牌项
目建设、激发慈善事业发展活力、营
造全民慈善良好氛围、发展壮大志愿
者队伍、推进组织建设等七个方面实
现新作为。

河南省慈善联合总会去年募集款物16.58亿元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春节
临近，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希望书桌”青少年
关爱项目近日陆续为北京市16区
的300余名困境青少年送去“希望
书桌”，改善他们的学习环境，助
力他们健康成长。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中，北
京团市委、北京青基会的工作人员
专门前往到门头沟区东辛房街道、

永定镇，看望2023年受水灾影响严
重的青少年，为他们送上含羽绒服等
物品的“微心愿”温暖礼包，共同安
装“希望书桌”。顺义区结合“一镇
（街） 一品”帮扶计划，建立辖区
“希望书桌”项目帮扶清单，形成
“一人一册”个案帮扶记录。北京其
他各区也结合实际情况，以“希望书
桌”为载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青少
年关爱工作体系。

北京青基会为困境青少年送“希望书桌”

清晨，一缕阳光透过氤氲的山
雾，映照着江西省寻乌县项山乡福
中村。

村医潘昌荷经常是全村起得最
早的人。“山里人喜欢一大早来看
病、抓药，不耽误干农活。”潘昌
荷早早打开诊室的门，检查中药，
整理针具、火罐，不久后，第一位
患者便上门了，“早的时候上午9
点就没什么病人了，白天主要工作
是背着药箱到行动不便的病人家中
出诊。”

福中村，位于赣、闽、粤三省
交界处，周边的10个村庄8000多
户村民都是潘昌荷的服务对象。

“山路不好走，有时半天能回，有
时可能得晚上才能回。”但不管路
多远，只要乡亲一个电话，潘昌荷
从未拒绝过。

潘昌荷是土生土长的福中村
人，1974年，18岁的他在镇中心
卫生院实习了半年后，便回到了家
乡成了一名赤脚医生。

“那个年代，山里很多地方还
没修公路，乡亲们来看病不方便，
出诊也骑不了车，‘赤脚医生’就
是字面意思，出诊全靠走。”潘昌
荷笑着说。

后来，村与村之间渐渐通了公
路，他也买了辆摩托车。“方便多
了，能探访的病人也更多了。但碰
上恶劣天气，或者要去的地方偏
僻，还得靠走。”潘昌荷幽默地
说，一双脚就是他最可靠的“交通
工具”。

有一年春节期间，凌晨沉睡中
的潘昌荷被门外一串急促的呼唤声
叫醒。起来一看，是邻村一对年轻
夫妻，满头大汗背着他们4岁的儿
子来看病。“孩子是因为吃了变质
食物，导致急性腹泻。”

打针服药后，小夫妻带着孩子
回了家，潘昌荷放心不下。午饭
后，他背起药箱，跨上摩托车，骑
了十几里山路找到“小病号”家
里，查看孩子情况。直到孩子彻底
好转，他才放心回去。

潘医生的“放心不下”，几乎
每个找他看过病的村民都深有体
会。除此之外，潘医生的节俭也是
村民们对他最多的评价：几十年来
只有“老三样”：温度计、血压
计、听诊器。为了节约成本，潘昌
荷经常进山采药，自制中药，“实
在采不到的药才去县里买”。他给
自己定了条规矩：不收出诊费，药

品只收成本价。对于60岁以上的老
人，扎针、理疗等全部免费。

潘昌荷看病贴钱的事还不止这
些：其他药房里开药论瓶卖，而他则
坚持散卖；能就地取材绝不开成药；
遇上家境困难的，他还常常不收费。
潘昌荷家中，有一叠带着岁月痕迹的
厚厚账本，密密麻麻地记着村民的看
病费用和欠账记录，即使最困难的时
候，他都从未催促过。“日子过得好
的话，谁愿意赊账？”潘昌荷说。

这些年，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
好，很多人陆续翻新了自己的房屋，
而潘昌荷一家仍住着几十年前的老房
子。“大家日子过得红火，我看着也
开心。”潘昌荷说，“我们现在不缺吃
喝，我觉得挺满足的。比起这些，守
护好村民们的健康更让我有成就感。”

“亏本买卖”做多了，潘昌荷的
妻子也慢慢从抱怨变成了理解，“以
前嫌他没出息，现在也接受了，就是
这么一个好心眼的人，又是村里唯一
的医生，他愿意帮人，我就支持他。”

2016年，寻乌县政府出资为福
中村建起了卫生室，诊察室、治疗
室、药房、观察室一应俱全。看着宽
敞明亮的卫生室，潘昌荷心里乐开了
花，“就医环境好了，设备多了，能
治的病就更多了。”

近年来，村里很多年轻人纷纷走
出大山，留守老人越来越多，“有些老
人连走到门口都困难，我不上门，谁来
管他们呢？”潘昌荷说，“这些年轻人都
是我看着长大的，知道他们的难处，能
为他们分担点压力，我也愿意。”

潘昌荷心里还装着一本“细
账”，谁有慢性病，谁腿脚不好，谁
该拿药了，谁该量血压了，甚至于谁
家里最近有烦心事，他比老人们山外
的儿女们更清楚。“没有潘医生，我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村里老人们常
挂嘴边的一句话，让潘昌荷欣慰，也
让他忧心，“自己也老了，将来干不
动了，这些老人怎么办？”

看出潘昌荷的忧心之处，一直视
他为榜样的儿媳王娟决定重回校园，
到赣州卫生学校学习医学知识。如
今，她已在寻乌县长宁镇城北新区
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了近5年。“历练
这些年，她进步很大。接班人有了
着落，我心里也踏实了，没什么比
乡亲们的健康安乐更重要。”春节临
近，潘昌荷一家像往常一样，没做
太多准备，“对我们来说，没有节假
日一说，只要乡亲需要，我24小时
都在。” （王志强）

“只要乡亲需要，我24小时都在”
——记大山深处的乡村健康守护者潘昌荷

“我今年还是一如既往为草原禁
毒公益事业鼓与呼。”1月30日，记
者联系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常委陶迎
春时，她正在参加自治区“两会”。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禁毒首席形象大
使，讲好草原上的禁毒故事，我责无
旁贷。”陶迎春的语气热情且亲切，
挂断电话前还不忘提醒记者注意身
体。也许也是因为这样的亲切，让很
多草原孩子喜欢称呼她“额吉”（蒙
古语，指“妈妈”）。

正如陶迎春所说，成为自治区政
协委员、常委16年来，为了讲好禁
毒公益故事，陶迎春走遍了大半个内
蒙古。她深入乡村牧区、田间地头、
企业、学校、社区，宣讲禁毒知识，
并多次到其他省份调研，及时了解界
别群众的诉求，通过调研报告、大会
发言、提案等形式，将基层最真实的
声音带上自治区“两会”。

除了“政协老兵”的身份，陶迎
春还是一位“老公益人”。“走在公益
路上已经30余年，开始的时候主要
是做助学助困相关的工作。”陶迎春
说，“做禁毒公益宣传，源于一个感
人又遗憾的故事。”

那是2015年 9月，陶迎春受邀

到北京参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
式，邻座的一名缉毒警察为她讲述了
一个故事：他的战友在执行抓捕毒贩
的任务时不幸牺牲，而此时，战友的
妻子即将临产。孩子出生后，战友妻
子对孩子说过最多的一句话便是，

“你的爸爸是一名警察……”
“这位缉毒英雄的事迹让我潸然

泪下，这件事也像一粒火种，种在了
我的心田。”陶迎春说，“虽然不能像
缉毒警察一样战斗在第一线，但作为
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深知毒品的危
害，也许我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为
禁毒公益事业特别是禁毒宣传教育出
点力。”就这样，陶迎春的人生与禁
毒公益事业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我
出生在草原，对它有着很深的感情，
也想用这样的方式用心守护好它。”
陶迎春说。

初到草原开展禁毒公益宣传教
育，很多牧民并不理解，“我们平时
又接触不到，学这个有什么用？”“孩
子 们 还 要 做 作 业 ， 没 时 间 听 这
个。”……面对诸多不理解，陶迎春
早已做好心理准备，“我始终坚信做
禁毒宣传教育的重大意义，它可以避

免很多因为无知而酿成的悲剧。”
在自治区的牧区、乡村，陶迎春

用自己的耐心和韧劲儿，让更多人从
不理解到愿意听上两句再到加入陶迎
春的公益宣讲队伍。

2018年，陶迎春成立了内蒙古
草原禁毒志愿者联合会。“有这么多
志愿者加入我们这项公益事业，共同
守护草原这个家，我特别欣慰。”陶
迎春告诉记者，目前联合会的禁毒志
愿者已从最初的36人发展壮大到上
百万人。“我们联合会中有很多小志
愿者，年龄最小的只有8岁。对于毒
品种类及危害，他们能够特别熟练地
背诵下来。”

近年来，陶迎春和团队禁毒公益
活动的足迹遍布内蒙古自治区12个
盟市、103个旗县区，他们进社区、
进高校、进机关、进家庭，走村镇、
下矿区、穿戈壁、到牧区，禁毒宣讲
几百场，线上线下禁毒宣传受众数量
超过2000万人次。

每次走进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的禁毒主题雕塑公
园，陶迎春总有一种自豪感。这座公
园的建成，源于她的积极倡导。

2019年底开园后，这座公园成

了附近居民们业余时光的好去处。“在
游园欣赏南山美景之余，还能参观一系
列禁毒主题作品，在休闲中增强自己和
孩子们的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
力，特别有意义。”市民们如是说。

作为一名军嫂和“兵妈妈”，这些
年来，陶迎春还常常走进军营送医送
药，邀请心理专家为官兵们做心理咨询
和辅导授课。“每次去军营，他们最爱
听我们做公益时发生的感人故事。”提
及家人，陶迎春的语气更加温柔如水，

“这些年来，他们不仅全力支持我，还
是我公益路上最坚定的同行者。”她笑
着说，“我来自一个军人世家，论奉献
精神，我得多向他们学习。”

工作之余，陶迎春时常会想起和母
亲的最后一面。2019年，她在一场禁
毒宣传活动时，突然接到80余岁的母
亲病危的消息，“赶到额吉身边时，她
已陷入深度昏迷，我一声声唤她，她强
撑着睁开双眼，朝我微微竖起了大拇
指。”陶迎春哽咽地说，她知道，母亲
是在赞许她正在做的公益事业。

“如今，在公益路上，我也成了很
多孩子口中的‘额吉’，我想把母亲给
我的力量传递给更多孩子，守护他们在
草原上茁壮成长。”陶迎春说。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常委陶迎春：

“草原是我永远用心守护的家”
本报记者 郭 帅

■ 赶赴一场新春的约定

1月 27日上午，山东滨州。和
煦的阳光下，沾化区黄升镇的孙家
村内充满了温暖的气息。村委会广
场上，村民们早早排起了长队，一
片热闹景象。

山东省政协委员、中投慈善公
益基金会发起人周春卫刚刚结束省

“两会”的日程，第一时间赶回家
乡，为乡亲们带来了米面粮油等生
活物资，送去新春慰问和关怀。“这
是我和乡亲们每年的新春约定。尤
其是村里的留守儿童、孤寡老人，
看到他们身体健康、生活无忧，亲
手把年货送到他们手里，才觉得这
一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周春卫笑
着说。

在公益路上奔波，周春卫已坚
持了10余年。“走上公益路是受到
爱人的影响。爱人自幼便失去母
亲，跟着奶奶长大，成长路上得到
了很多的帮扶。他总和我说，等有
能力了，一定要去多帮助有需要的
人。”周春卫告诉记者。

在爱人的支持下，2016年，周
春卫在淄博注册成立了“暖爱人间
助学中心”，发起公益项目“我的筑
梦新家庭”，让困境儿童感受来自

“爱心家庭”的温暖和关怀。从那时
起，周春卫就全身心扑在了公益事
业上。

“做着做着，身边很多朋友都加
入进来，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
有了五六百位‘爱心爸爸’‘爱心妈
妈’。”周春卫说，“只有把公益组织
办得更规范、专业，才不辜负这么
多的爱心，才能让孩子们得到的温
暖可持续。”

点点微光，聚而成炬。2017
年，山东省中投慈善公益基金会正
式注册成立。从此，受助孩子和

“爱心家庭”之间的感人故事越来越
多，一颗颗爱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
生根发芽。

为了全方位帮扶困境儿童，“我
的筑梦新家庭”项目又延伸出“树
木工程”“梦想包裹”“未来之星”
等学习成长类公益项目，组织相关
公益活动 200余场。此外，基金会
还在爱心企业的支持下，在山东偏
远地区捐建12所希望小学、10余所
圆梦书屋、百余间希望小屋，更将
帮扶的触角延伸至西藏、新疆、贵
州、湖北、吉林、山西等地。

“总是觉得为孩子们做的事还远
远不够，希望能助力更多孩子茁壮
成长。”周春卫说。

■ 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新春临近，家住山东济南的退

役老兵张玉清早已为自家备好了春
联。

过年时写几副对联，是老人多
年来的习惯。但因为几年前患上白
内障，张玉清的这个习惯按下了

“暂停键”。张玉清的子女都不在身
边，家里经济又不宽裕，所以一直
没去医院治疗。

周春卫带领团队走访时发现了
老人的情况，立即联系当地眼科医
院，为老人免费诊治。

“在走访困境儿童的过程中，
我们遇到了好几位像张老一样的退
役老兵。”周春卫说，“我们和老人
们聊起曾经的戎马生涯，他们都滔
滔不绝，志愿者们也被老兵的精神
深深感动，为更多老兵和家属们送
去关爱，我们责无旁贷。”

2020年 4月，周春卫与济南市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成立济南市
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我们除了
定期送医送药送关怀，还会为老人
们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他们的
晚年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周春卫
说。

不久前，为了让现役、退役军
人及家属过一个喜庆祥和的春节，
基金会在济南举办了一场“暖兵年
货节”。“所有年货都可以在这里一
站购齐，军人及其家属可以享受诸
多优惠、福利及赠品，希望让他们
感受到社会各界拥军崇军爱军的浓
厚氛围。”周春卫说。

不少退役老兵年事已高，周春
卫和团队成员们深知，这是一场和

时间的“赛跑”。两年多以前，志愿
者们在走访中结识了92岁的退役老
兵高清祥，“他和老伴平时喜欢看电
视，但家里的电视机年久失修，经
常出现问题。基金会正准备送去一
台新电视机，却突然传来老人因病
去世的噩耗。”周春卫说，这个消息
深深刺痛了志愿者们的心。

“ 很 多 老 兵 的 心 愿 其 实 很 简
单，比如换辆电动轮椅、和爱人补
拍个结婚照、坐一次飞机……高老
的经历让我们知道，关爱老兵，我
们等不得、拖不起。”此后，周春
卫和团队成员加快了走访调研的脚
步，一方面及时了解困难退役军人
的所想所盼所需，另一方面动员更
多社会爱心人士参与这场“时间的
赛跑”。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
个人加入到周春卫的爱心团队，为
退役军人公益事业添砖加瓦。在济
南市的街头巷尾、社区村组，哪里
有需要关爱的老兵，哪里就有这个
爱心团队志愿者忙碌的身影。

这些年，周春卫和志愿者们先
后走访了平阴、长清、槐荫等区县
的数千名退役军人，先后开展了

“老兵圆梦”“留住英雄影像”“老
兵爱眼光明行”“老兵听力关爱
行”等项目，成立了“困难退役军
人子女帮扶专项基金”等 6个专项
基金，帮助千余名退役军人圆了梦。

“实现更多老兵的心愿，为他们
托起‘稳稳的幸福’，就是我们前行
的方向。”周春卫说。

■ 呵护困境儿童精神世界

“周妈妈，我今年期末考试成绩进
步很大！”不久前，拿到成绩单的晓旭
（化名） 第一时间打电话向“周妈妈”
报喜，电话那头，周春卫听到这个好
消息也乐开了花。

“想起和晓旭的第一次见面，仿佛
还是昨天。”周春卫回忆道，第一次见
到晓旭，瘦瘦小小的他一直躲在角落
里，不愿意和人交流。“在他很小的时
候，父亲意外去世，母亲也在不久后改
嫁，自此以后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晓旭第一次向周春卫说出自己的
心愿时，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想
去村子外面看看……”周春卫当时听
到孩子的这句话心疼极了。此后每年
寒暑假，她都会抽空接晓旭到自己家
中住段时间，带他到各处走走看看，
为他做可口的饭菜。

改变悄然发生，“晓旭不知不觉从
一个内向的男孩变成了‘小话痨’，总
会和我分享他觉得有趣的人和事。”周
春卫说。

像晓旭这样的孩子，周春卫对接
帮扶了百余个，而通过基金会直接受
益的孩子则多达上万个。

“现在孩子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越来
越好，他们更需要的是精神帮扶。”这
些年，周春卫带领越来越多的“爱心
爸爸”“爱心妈妈”，让孩子们在另一
个家庭中感受到爱的温暖。“重要的是
给孩子们持续性的陪伴，大多数‘爱
心爸妈’都会资助到孩子能够自力更
生的那一天。”

多年帮扶陪伴困境孩子的经历，
让周春卫更加理解心理健康对孩子成
长的重要性。今年山东省“两会”期
间，周春卫带来了关于困境儿童精神
健康和人格培塑的提案。

“很多困境儿童因为长时间缺少父
母陪伴，导致性格不同程度存在着自
卑、怯懦、敏感等问题。”周春卫建
议，动员和凝聚更多社会工作者、志
愿者，针对困境儿童不同特点，开展
心理疏导、精神陪护等工作；鼓励爱
心人士和爱心家庭为有需要的困境儿
童提供爱心助养、委托代养、家庭寄
养；各级关工委和社会慈善公益组织
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一对一帮扶、慈
善捐赠、实施公益项目等方式，为困
境儿童提供更多的帮助。

“我做公益的初心，就是想为需要帮
助的人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周春卫说，

“加入政协大家庭后，这种责任感和使命
感变得更加强烈。”如今，履职路上，周春
卫有很多的收获和感慨。“做一名合格的
政协委员，使命在肩，任重道远。”周春卫
表示，未来她将继续用实际行动参政议
政，做好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爱心桥梁，
在公益路上书写有温度的履职“答卷”，
带动更多人向上向善。

公益路上公益路上，，书写有温度的履职书写有温度的履职““答卷答卷””
——访山东省政协委员、中投慈善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周春卫

本报记者 郭 帅

本报讯（记者 舒迪）由中国
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大手牵小
手阳光工程项目联合中国国际教育
电视台举办的“我和星宝过大年”
公益汇演盛典日前在北京成功录
制。参与汇演的爱心艺术家、爱心
企业和志愿者等一起，携手“来自
星星的孩子”表演了形式多样的节
目，在祥和、快乐、有爱的气氛中
喜迎龙年新春佳节。

据介绍，儿童孤独症患者又被
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我们把

这些孩子亲切地昵称为‘星宝’。”大
手牵小手阳光工程项目主任兼希贤教
育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智玉介绍说，
本次公益汇演盛典活动旨在展现汇
聚社会力量，用艺术点亮生命，展
现大手牵小手阳光工程对于孤独症
儿童艺术疗愈、干预等融合发展的
教育成果。

本次活动中，还启动了“大手
牵小手·墨韵童健康”第四届全国
阳光少年书画公益活动暨公益定向
邀请展。

“我和星宝过大年”公益汇演在京举行

她是近百名困境孩子口中的“周妈妈”，是千余名退役军人的贴心人，是家乡父老的“好闺女”，是履职尽责的山东省政协委员。她
用爱心和行动谱写了一曲关于奉献的动人乐章，她叫周春卫。

2017年，周春卫发起成立了山东省中投慈善基金会，7年来募集善款逾2亿元，帮扶万余名困境儿童，帮助退役军人近万人次，捐
建12所希望小学，先后荣获“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山东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周春卫和孩子们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