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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乡亲们生活得更幸福
是我的事业”

“10多年来，从脱贫攻坚到乡村
全面振兴，很荣幸能够成为参与者、
建设者和奉献者。”今年全国两会上，
无论是小组讨论还是接受采访，“乡村
振兴”“兴边富民”都是全国政协委
员、吉林省公益慈善基金会会长刘启
芳绕不开的“高频词”。

“协助党和政府解决农村农民的
‘急难愁盼’问题是我的责任和心
愿。”这些年来，刘启芳的脚步遍及吉
林、广西、新疆等边境边疆农村地
区，带领团队投入到各项公益活动
中，为履职担责尽心尽力。

“我希望把边疆地区更多的民生问
题和建议带到全国两会。作为全国政
协委员，也是一名公益人，通过深入
调研，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献策出
力，是我的职责使命。”刘启芳说。

参加全国两会前，刘启芳加快了
履职的步伐，奔赴吉林省临江市以及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的多个乡村，调
研兴边富民公益项目的运行情况。

图们市月晴镇岐山村地处祖国东北
边陲。在“吉善一家亲”食堂，村民
李凤德见到刘启芳立刻热情地上来打
招呼，“这食堂建得好，符合我们老人
的口味，清淡可口。不仅解决了做饭
难题，每天还能和老伙伴们唠唠家
常，开心极了。”

“几年前到这里开展志愿服务时我
们发现，村里一些老人存在‘做饭
难、吃饭愁’的问题，也缺少娱乐场
所。”从此，让老人餐餐吃上热乎饭成
了刘启芳的“心头事”。

2023年初，在当地统战部、工商联
和刘启芳的推动下，岐山村“吉善一家
亲”食堂建成投入使用，老人们在“家门
口”吃上了热乎饭。“刘会长每次来，都
会事无巨细地检查采购制度的执行情
况、营养配餐食谱落实情况，甚至食盐、
咸菜的用量都要问得清清楚楚。她总和
我们说‘老人们不仅要吃饱，更要吃
好。’”食堂一位员工说。

刘启芳告诉记者，目前，食堂在
为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提供可口饭菜
的同时，每月还会开展2—3次文化娱
乐活动。

“李大姐告诉我，如今他们的生活

越来越有保障，日子过得是越来越舒
心，感觉自己越活越年轻了。”刘启芳
笑着说，“助力乡亲们生活得更幸福就
是我的事业，也是我坚守公益这份事
业的初心和动力、履职尽责的信心和
底气。”

为边疆地区学生送去优质教
育资源

“‘千’字笔画虽然简单，但想
要写好并不容易，同学们要好好体会
下笔的力度。”全国两会前，刘启芳到
吉林省临江市六道沟镇中心学校走访
调研时，老师正带着学生们在“慈慧
—同心圆智慧教室”上书法课。

教室内，每位学生的临摹书法桌
上都镶嵌着一台交互式数字临摹设
备。“这所学校的智慧教室是去年投入
使用的，基于互联网技术，师生们在
课堂上有了更加多样化的教学设备和
海量网络课程资源。”刘启芳说。

为了让边疆地区的学生能够同步
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资源，刘启芳会同
上海的企业家和慈善组织，在吉林、
广西、新疆等地发起了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助力小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教育的“慈慧—同心圆智慧教室”公

益项目。
“智慧教室的投用，让边疆地区学

生同上海学生实现了同步学习、作业
同步接受批改。”刘启芳介绍说，“慈
慧—同心圆智慧教室”公益项目还吸
引了江苏、安徽、福建、广西等地爱
心企业积极参与，深受边疆地区学校
师生的欢迎。

对乡村的孩子们来说，智慧教室
中摆放着的不仅是一块块先进且新奇
的屏幕，更是连通优质教育资源的桥
梁，让他们求学之路变得更加明朗。

过去10余年间，除了教育帮扶，
刘启芳围绕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等多
个帮扶领域，将党和政府的关怀、社
会各界的温暖送到了更多边疆地区的
老百姓身边。

送温暖的过程并不容易，边境边
疆地区调研路上的坎坷，刘启芳鲜少
提及，但去年年末一次采访经历却让
记者印象深刻。当时正值寒冬腊月，
记者联系上她时，她一如既往正在边
疆调研。

隔几天再次找刘启芳沟通时，因
为极寒天气外加严重睡眠不足，她正
在当地医院接受输液治疗。对此，她
只笑了笑说：“岁月不饶人啊，以前连
续熬上几夜完全不成问题。”

助力产业发展、农民就业

在帮助解决边疆地区“一老一
小”问题的过程中，刘启芳发现，目
前很多惠民政策已经在边境边疆地区落
地，很多企业也抓住机遇，将优质资源
下沉至乡村，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驶入“快车道”。

刘启芳说，这些集中在县域及乡镇
的产业，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为当地的农民
在家门口就业带来了机遇，也为在外地
打工的农民返乡创业就业提供了机会。

“高质量的农村产业发展需要高素
质劳动力的加入，在调研中我们发
现，因为缺少必要的职业技能及有针
对性的技能培训，村民很难实现家门
口就业。”刘启芳说。

针对这一问题，刘启芳进行了大
量走访，希望寻求解决办法。

“人参在吉林省有着资源优势，也
是边疆地区选择大力发展的特色产业
之一。”刘启芳决定以此为切口，走进
乡村企业实地调研，深入了解他们在
吸纳、承接人才方面的需求和探索。
根据走访调研的情况，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刘启芳带来了关于加强边疆地
区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产业发
展、农民就业的建议。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既能满
足企业发展对技术工人的需要，又能
助力农民务工不离乡、挣钱顾家两不
误，从而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
人及残疾人生活、就业等系列难题。”
刘启芳说。

刘启芳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着眼促进农民增收，壮大乡
村富民产业，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
社会化服务，培养用好乡村人才。”“这
些实在又熟悉的内容，让我感到非常亲
切，也非常期待。”在刘启芳看来，要
把一幅幅“施工图”转变为“实景
画”，就要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急难愁盼问题，一步一个
脚印加以推进，一件事接着一件事解
决，就一定能交出一份乡村振兴、兴边
富民的“高分答卷”。

对于未来，刘启芳有满脑子的计划，
“脚踏实地，终将抵达。未来我会继续汇
聚公益力量，为兴边富民、实现边疆地区
各民族群众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民心之所向，就是履职之所往
——访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公益慈善基金会会长刘启芳

本报记者 郭 帅

“乐乐早上好，来，摸摸头。”每天早
上8点，只要没有特殊事情，浙江省金
华市政协委员吴小娇一定会准时出现
在永康市肯纳社会工作发展中心门口，
和前来康复训练的孤独症家庭一一打
过招呼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

接待前来咨询的孤独症家庭、培训
经验较少的特教老师、筹集中心发展的
资金……“每天事情都很琐碎，像打仗
一样。”吴小娇笑着说，“但只要看到孩
子的一个笑脸、听到家长的一句感谢，
所有的这些困难和辛苦都会瞬间烟消
云散。”

2012年以前，吴小娇从未想过自
己的人生会和孤独症群体挂上钩，那
时，她甚至都还不知道何为孤独症。

那一年，吴小娇的儿子鹏鹏诊断书
上那句“疑似孤独症”让吴小娇如坠冰
窖，也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那时候永康没有专门的康复机
构。”吴小娇决定把家里的生意全权交
给丈夫打理，自己带着孩子去大城市寻

找合适的机构。“丈夫那时候不理解我
带着儿子全国跑的‘疯狂’行为，只是默
默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刚开始进入康复机构陪读，一头
雾水，不知道自己能帮孩子做什么。”直
到鹏鹏一年多后的那声“妈妈”叫出口，

“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从深水里被捞出的
人，这之前一直感觉不到希望，就像机
器一样被推着走。”

第一声“妈妈”让吴小娇振作起来，
细心规划儿子的训练日程。“从那时起，
我开始配合着机构课程，系统地学习家
庭康复。”慢慢地，吴小娇可以用专业术
语跟医生和康复师沟通，有时还能加入
自己的一些理解。这个过程中，鹏鹏的
康复效果也越来越好，从字词到整句表
达愈加清晰流畅。

“那时候三四个月才能回趟家，待
不了两天又得出门。”长期在外陪读，吴
小娇深知孤独症患儿家庭的艰辛。“见
过为了照顾孩子辞职的、离婚的，也有
在当地找不到好机构而背井离乡的，还

有被高昂康复费用压得喘不过气的
……太多了。”

“如果家门口就有一家好的康复机
构，至少他们不用再像我们一样到处奔
波，还能兼顾工作。”2019年，儿子鹏鹏
病情好转，进入普通小学读书，吴小娇
也立即将想法付诸行动，成立了永康市
肯纳社工发展中心。

一个新成立的机构，要想赢得一群
原本就脆弱的家长的认同，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其实我早做好了心理准
备，但没想到机构得到了市民政局有关
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家长们知道我和鹏
鹏的康复经历后，也很愿意来取经。”吴
小娇说。

7岁的小明（化名）是最早来到机
构的那批孩子之一。因父母离异，小明
长期在乡村跟随爷爷奶奶生活。“他刚
来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一刻闲着，不停
地喊叫走动，其他孩子和家长都不敢靠
近。现在小明不仅能坐得住，还能听懂
较长的指令。”吴小娇说，每次这种时
候，最高兴的莫过于孩子家长，“他们总
怕耽误了孩子，承受着很大压力。”

家长们的崩溃时刻，吴小娇见过太
多。“前一刻还微笑着和老师打招呼的
妈妈，说几句孩子情况就可能泣不成
声；看着很坚强的爸爸，前脚刚把孩子
送到老师手里，后脚就躲在角落擦眼
泪。”吴小娇深知孤独症家长的不容易，
中心成立以来，她一直把费用稳定在
10元—75元每课时不等，她希望将专

业康复和社工服务结合起来，既关注孤
独症儿童的康复，也关注孤独症家庭的
社区融合，尽量减少家长的负担。

带着儿子鹏鹏全国各地康复训练
那些年，吴小娇印象最深刻的是和其他
患儿家长一起，带着孩子到海边仅有的
几次“团建”。“这样的喘息时间是陪读
日子里最快乐的回忆，我们很多家长都
成了好朋友，相互倾诉能很大程度上缓
解彼此的负面情绪。”吴小娇说。

中心成立后，吴小娇复制了这样的
“喘息服务”，经常组织孤独症家庭参与
融合倡导类的社会活动。如今，吴小娇
和团队已经帮助服务了上百位孤独症
儿童。

除了在永康本地做服务机构，吴小
娇还是很多孤独症家长群的志愿者，有
空的时候就在里面回答问题，希望给遇
到困难的家长们提供一点帮助，尤其是
给新手父母提供一些情绪上的支持。

在专业化发展的路上，吴小娇还多
了个新身份——金华市政协委员，“感
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在今年金华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
开幕会上，吴小娇代表共青团和青联界
别组作题为《让关爱的阳光普照孤独症
群体》的发言。“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
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作为政协委
员，希望通过不断地呼吁及建言献策，
让更多人能够关心、关爱、支持孤独症
儿童，用爱和理解融化‘孤独’，为更多
患儿家庭带去希望和幸福。”吴小娇说。

金华市政协委员吴小娇：

用爱和理解融化“孤独”
本报记者 郭 帅

“陶艺本身是有温度的，怀
有一颗温润的心，在作品中注入
情感和心的温度，这样制作出的
器皿才会有生命的重量。正是蒋
老师的这句话带我走进了艺术的
世界。”近日，无锡工艺职业技
术学院 2020 届陶艺专业的毕业
生小邵正忙着备赛今年第 14 届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她口中的
蒋老师名叫蒋雍君，是九三学社
社员、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女陶艺
家分会副会长，同时也是很多困
境孩子艺术路上的引路人、“蒋
妈妈”。

发现小邵的“特殊”是在蒋
雍君的第一节专业课上。“小邵在
课上很安静，和老师同学都几乎
没有交流，沟通时吐字也不够清
晰，和她说话时总低头看手机。”
了解了原委之后，蒋雍君才得知
小邵患有先天性耳聋，频频看手
机是正在使用语音转录软件。

“小邵和我女儿差不多大，当
时只有一个想法，要让她感受到
爱和温暖。”此后每次下课，蒋雍
君总会为小邵单独辅导。让蒋雍
君惊喜的是，小邵颇有艺术天
赋。除了日常学习、生活上的帮
助外，蒋雍君开始思考如何帮助
小邵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好、
更远。

在蒋雍君的鼓励下，小邵参
加了2019年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全
国美术作品展览会，并成功入
围。能在国家级美术作品展览中
入围，这对小邵来说是巨大的鼓
舞和肯定，也坚定了她未来的方
向。如今，小邵已经在宜兴购房
落户，并将紫砂艺术作为了自己
毕生追求的事业。

从事陶艺教学、创作与研究
的30余载时光里，很多像小邵一
样的困境学生，因为蒋雍君妈妈
般的爱与温暖，走进艺术的世
界，成为了宜兴紫砂发展的现代
传承人才。

作为中陶协女陶艺家分会会
长，带领更多女陶艺家走上公益
之旅，源于一次偶然的慰问活动。

“那次是走访宜兴一处困境儿
童家庭，看到孩子的眼神，突然
心里很难过。”蒋雍君说，除了经

济上的帮扶外，孩子们更需要精
神上的关心、鼓励和陪伴。

回去后，她牵头组织了一场
由宜兴市妇联和女陶艺家分会共
同主办的“陶缘微爱”慈善拍卖
会。蒋雍君带头捐献了作品 《咏
春》，最终筹得善款共计110余万
元，统一纳入“陶缘微爱”慈善
基金，为困境妇女儿童提供关爱。

“这场爱心传递活动持续至
今，很多女陶艺家也都加入进
来。”近年来，“陶缘微爱”慈善
基金向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捐赠
百余件原创紫砂作品，加强传
播、弘扬紫砂艺术；走进丁山实
验小学、大浦小学等诸多学校开
展“宜陶芳华，书香未来”书籍
捐赠活动；开展“智圆同行”传
统文化儿童实践项目，让孩子们
亲身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
德，为养老中心老人们带去温暖
和关怀；联合丁蜀镇妇联组建

“宜陶芳华”志愿服务队，并荣获
江苏省巾帼志愿服务十佳组织
……蒋雍君本人也曾荣获“全国
三八红旗手”“江苏省五一劳动奖
章”等荣誉。在她的带领下，宜
兴的女陶艺家们在公益活动中不
断展现着来自女性志愿者的细腻
与力量。

作为一位陶艺人，弘扬传承
紫砂文化，一直是蒋雍君最大的
心愿。为此，她牵头成立“九隽
讲堂”公益讲堂，邀请艺术家们
讲述中国紫砂故事，传播中国美
学精神，受惠陶瓷从业人员近
2000 人。此外，依托“九隽讲
堂”的平台，系列公益项目相继
开展，公益路上处处可见蒋雍君
的忙碌身影。

“陶瓷是一块泥巴的艺术。泥
巴虽然冰冷，但经过手的温度便
可塑以成型，再经过高温的烧
制，最后变成一件艺术品。”蒋雍
君说，“做人如制陶，要有耐心、
细心和爱心，最重要的是守得住
初心，经历打磨和烧制，才能成
就最终的圆润饱满。未来我会带
领更多陶艺人走在公益路上，希
望能为更多人带去爱与光明。”

（谢莹）

在泥火交融中传递爱与光明

10余年来，全国政协委员刘启芳一直行走在基层和一线。作为吉林省公益慈善基金会会长，她带领团队把一个个鲜活的公益项目

落地边境边疆地区乡村，在促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兴边富民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从首都北京到东北黑土地，在乡村传递希望的种子，是刘启芳不变的初心。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她步履不停，聚焦公益及乡村

发展履职尽责，将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各界的温暖送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4月2日是世界孤独症日，在许多政协委员纷纷通过建言献策等方式关注和关爱孤独症患者的同时，还有一些
政协委员，正在身体力行，从事着孤独症患者的康复训练工作，守护着他们的健康与成长。

刘启芳委员在岐山村调研“吉善一家亲”食堂运营情况。 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江苏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猴嘴街道政协工委组织“有
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会成员、大学生志愿者和爱心人士开展“结对帮
扶”共阅读活动，义务为乡村留守儿童辅导功课。图为连云港市经开
区猴嘴街道黄沙村农家书房里，连云区政协委员马源 （右） 和大学生
志愿者在陪伴孩子们读书、学习。 朱先明 孙娴 摄

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等地的医疗专家和志愿者近50人近日
在贵州兴仁参加了“2024兴仁微笑行动”。此次活动由中国林产工业协
会健康边疆行组委会、微笑行动组织云南代表处共同主办，农工党中
央文化体育委员会协办。活动中，医疗专家和志愿者为来自黔西南州
及邻近县区 0-22 岁的近 80 名唇腭裂患者开展义诊筛查，对经过专家
筛查符合手术条件的唇腭裂患者，将予以免费手术治疗。图为筛查活动
现场。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