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王浩

“李大娘，天冷了，晚上电热毯不能
一直开着，睡前要记得断电。 ”近日，蒙城
县城关街道庄子花园社区的工作人员谭
冬冬，来到独居老人李永芬家，叮嘱老人
注意用电安全。 “最近气温要骤降，到社
区里百余位空巢老人家里走一遍。 他们
的孩子不在身边， 我们志愿者们要当好
老人的‘孩子’。 ”谭冬冬说，自 2018 年初
至今， 该社区定期为空巢老人提供生活
照料、情感陪护、义剪义诊、文化娱乐等
志愿服务， 并针对空巢老人中的困难群
体，开展个案服务，为其安排医疗、心理
抚慰等“一对一”“多对一”服务，营造“和
谐文明、敬老助老”的社区环境。 该社区
这一“情暖夕阳，空巢有爱”志愿服务项
目被评为今年 9 月省“月评十佳”学雷锋
志愿服务优秀典型。

从“义剪”到组团队
———“等着服务找上

门，不如服务送上门”

“我以前学过理发，但一直没干这一
行，没想到后来还能发挥作用。我觉得自
己挺有价值的。 ”庄子花园社区居民付超
笑着说。他给空巢老人送服务的想法，源
于 ３ 年前的一次社会志愿活动。

2017 年底，有关单位组织志愿者来
庄子花园社区打扫卫生， 开展科普等活
动，其中有一位专业理发师，为社区 65
岁以上的老人免费理发。 社区党总支受
到这次活动的启发， 决定将志愿服务常
态化， 并且根据居民需要提供针对性的
服务。

“人家在城里开理发店，平时工作较
忙， 抽空参加志愿服务， 不可能随叫随
到。 ”庄子花园社区党总支书记王艳对记
者说，社区的党员就在一起议论：与其等
着服务找上门，不如主动把服务送上门。
于是，在党员干部带头下，社区向全体居
民发出倡议，有一技之长、愿意为居民提
供服务的人， 一起组建社区自己的志愿
服务队。 学过理发的付超就在这时报了
名， 与其他报名的居民共同组建了包括
医疗、理发、心理咨询、应急救援等专业
特长志愿者队伍。 “有了自己的队伍，就
能够对群众的需求做到‘随叫随到’。 ”王
艳说。

“老伴常年卧床，孩子不在身边，理

发这样的小事在我家都是大事， 直到志
愿者上了门。 ”社区居民杜素芬说，她的
老伴张明圣今年 81 岁， 瘫痪不能自理。
付超当志愿者后，老人理发不再是难题。
每个月，志愿者们都要两次登门，为老人
理发、送药品，还帮助两位老人收集整理
材料，申办了 80 岁高龄补贴、慢性病卡、
残疾人护理补贴等，让老人足不出户，就
享受到国家的民生惠民政策。

“除了扫地、洗碗、叠被子这样的常
规服务外， 社区的志愿服务也越来越专
业化。 ”王艳介绍，社区干部谭冬冬与志
愿者万玉蒙通过学习，考取了人社部、民
政部颁发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成为有着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专业社工。
在他俩的带领下，围绕支援服务理念、志
愿者权利、开展活动的方法、需要注意的
事项等内容， 对全社区志愿者都进行了
专业培训， 有效提高了志愿者的服务能
力与专业水平。高效的服务质量，受到居
民的称赞。

从“送米面”到暖人心
———“心灵慰藉很重

要，当好老人最亲的人”

“我们社区常住人口有 12000 余
人，其中空巢老人 100 余人，有 32 位空
巢老人需要帮扶。 ”王艳说，社区为 32
位老人建立了帮扶档案，并为其中 5 位
生活困难的空巢老人建立 “多对一”帮
扶责任制。

今年 11 月 20 日，69 岁的郭秀侠完
成心脏搭桥手术后出院。刚到家，志愿者
们便来看望他。 “志愿者得知我出院，特
地来看望我，还现场帮我申办慢性病本，
让我享受到更多民生福利。 ”郭秀侠感激
地说。 此前，由于子女常年不在身边，郭
秀侠逢人就抱怨自己“不顺”、“日子没发
过了”。 “老人出现了性格偏执，甚至有轻
度的抑郁症状。 ”谭冬冬说，他们一边上
门陪老人聊天，一边寻找老人“不顺”的
根源。

通过聊天 ，工作人员了解到 ，郭秀
侠的女儿远在外地 ， 外孙女常年跟在
郭秀侠身边。 老人收入不高，生活上确
实存在困难 。 社区联系老人外孙女的
学校，协调办理了困难学生补助。 老人
的外孙女除被免除学杂费 、 校服等费
用外，每学期还有 800 元的补助。 志愿
者还为老人办理了城镇居民临时救
助 ，缓解了老人生活压力 。 每年节日 ，

志愿者们都会拎着米面油等慰问品看
望老人 ，鼓励老人走出家门 ，与老姐妹
们多交流。

“志愿服务不仅是‘米面粮油’这些
物质上的帮扶，更多的是为了温暖人心。
让空巢老人获得心灵上的慰藉。 ”王艳告
诉记者，社区服务空巢老人，心灵慰藉很
重要。 志愿者要当好老人最亲的人。

82 岁的独居空巢老人王素兰，子女
都在外地上班。 子女给老人买了部智能
手机，可是老人一直不会使用。 志愿者
得知后， 便耐心地教老人使用手机，还
帮助老人申请了微信账号并教会她使
用视频通话。 第一次视频通话接通时，
王素兰在屏幕上看到思念已久的子女
和可爱的孙子 。 孙子对着手机喊 ：“奶
奶，我想你了！ ”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拉着志愿者的手说道：“你看，这是我孙
子，太谢谢你了……”

如今，王素兰早上起床会用 App看新
闻，还会刷“抖音”，每周都和子女开几次视
频。在小区散步时，她还和别的老人分享自
己看过的新闻，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从送服务到传递爱

———“大家一起行动，
惠及更多空巢老人”

３ 年来， 庄子花园社区逐渐摸索建
立起“情暖夕阳，空巢有爱”项目，努力为
空巢老人提供优质的服务， 传递社会对
老人的关爱。

“每年的春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
统节日， 社区都会围绕空巢老人开展形
式多样的活动。 ”王艳介绍，春节期间开
展慰问、送祝福活动；端午节开展邻里联
谊活动； 重阳节开展文艺汇演……给老
人们带来生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慰
藉。哪位老人需要帮助，志愿者们就会出
现在哪位老人的家中，为他们提供帮助，
带来温暖和关爱。

受到关爱的空巢老人， 也自觉加入

到社区的建设和管理中。 2018 年 12 月，
社区进行文明创建，80 多岁的空巢老人
张志轩带头改造和拆除自家的违章建
筑，为全体居民做了表率。在张志轩的带
领下，社区居民自觉清扫房前屋后，共同
维护社区环境。当年，该社区的文明创建
工作在城关街道 15 个社区中排名第一。

在社区志愿者的爱心服务下， 空巢
老人们“巢空心不空”，人际交往和自我
调节能力不断提升， 孤独的情感得到了
缓解，健康保健意识有了提高，对生活也
充满了热情和希望。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关注到空巢
老人问题，激发人们敬老助老的爱心。大
家一起行动，让关爱老人、助人为乐的美
德得以传承和弘扬， 惠及更多的空巢老
人。 ”王艳说。

“‘情暖夕阳，空巢有爱’志愿服务项
目针对空巢老人的实际需求， 提供一对
一有针对性的志愿服务， 既提高了老人
们的幸福指数， 又弘扬了尊老爱老的传
统美德。 ”蒙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
办主任张胡周说，“随着项目深入开展，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 越来越多
的居民加入到服务空巢老人的志愿者队
伍中。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总结提炼经
验做法，推动形成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并
在全县进行推广实施。 ”目前，全社区有
注册志愿者 833 人。今年以来，全县志愿
者到该社区志愿服务达 3600 余人次。

该志愿服务项目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青年志愿者的关注。 每个月开展活动
时 ， 他们加入服务空巢老人的队伍当
中，为老人们整理家务，陪老人们聊天，
给老人们照相，为老人们拨打亲情视频
电话等。 这群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青
年志愿者们的出现，让老人们的脸上重
新挂满了笑容。 年轻人的热情温暖了老
人的心，让老人们感觉就像自己的子女
在家里陪在身边一样……

题图： 志愿者为庄子花园社区的空
巢老人义诊。 （庄子花园社区供图）

12 月 25 日 ，在合
肥市荷叶地街道举办

的公益活动中，相关单
位为 5 名残疾人员赠
送轮椅，为老人提供义
诊服务。

本报记者 姚林

本报通讯员 王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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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龙：用音符绘出美丽边疆

■ 韩龙 口述

本报记者 李浩 整理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 ，现
作为安徽省援藏音乐教师 ，
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工作 。
回望自己的军旅情 、 援疆
路 、援藏行 ，我一直用音乐
作品传递着正能量 ， 走出一条无悔
的人生路。

2005 年，还是安庆师范学院音乐
学院大二学生的我， 在校园里看到国
家征集大学生义务兵的公告， 报国热
情顿时涌动，毅然选择携笔从戎。入伍
后，我成为军乐团的一名小号手。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
来。军营里我和战友们同上阵地，共赴
训练场， 艰苦的历练让我有了勇气和
担当。 2006 年，部队组织一场欢送老
兵退伍的仪式。 当我看到平时刚毅坚
强的战友们相拥离别、 一个个铁血男
儿因为难以割舍那身军装而哽咽时，
我的内心受到极大触动。 欢送会结束
后，我久久不能入眠，当晚含泪写出我
音乐人生的处女作 《战友今夜就启
程》。这首承载着战友情深的歌曲一经
传唱， 很快就成为脍炙人口的军旅歌
曲。 此后，《士兵颂歌》《军人永恒的偶
像》《往前走》《明天在何方》 等 8 首军
旅歌曲接连问世， 我迎来了人生第一
个创作高峰期。

军旅生活转瞬即逝， 我退伍重返
校园。两年的军营锤炼，让我练就了不
怕苦、不怕累、勇敢向前的军人气魄，
也训练出严谨和雷厉风行的做事风
格，这些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收获。

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一名音乐教
师。 2018 年，我自愿申请来到新疆和
田市皮山县援疆支教 。 在支教的音
乐课堂上 ， 我认真教授学生音乐知
识 ，揣摩学生每一个唱腔 ，教他们用
科学的方法发出优美嘹亮的歌声 。
课下 ，我和学生们交流学习感想 ，和
学生们共诉音乐梦想 。 支教生活给
了我无限灵感 ， 我创作了所支教学
校的校歌 《绽放 》。 歌曲旋律柔中带
刚 ，悠扬激昂 ，唱出了边疆学子的民
族团结情怀。

2018 年 11 月， 学校收到全国第

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
演报名通知。全国中小
学生艺术展演 3 年举
办一次，想参加获得好
名次 ， 必须创作新作
品。我在学校的操场上
找灵感，连续 3 天走了
100 圈，突然想到习近

平总书记用 “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
一起”来比喻各民族团结，我立马哼唱
了一个旋律，“皮亚曼石榴大又圆，皮
好薄籽特甜，火红的石榴蓝蓝的天，家
家户户笑开颜， 五十六民族紧紧抱成
团”。 一气呵成完成了参赛歌曲《石榴
红》的词曲创作。这首歌曲在众多作品
中脱颖而出， 并参加了在苏州举办的
全国现场展演， 这也是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唯一入选的合唱作品。

2019 年 8 月援疆结束 ， 一个月
后，我又背起行囊踏上援藏之路，来到
平均海拔 3600 米的西藏自治区山南
市。海拔高境界更要高。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我结合学
习的内容和自己的创作特长， 谱写一
首节奏明快、 朗朗上口的主题教育之
歌《为人民》。 紧接着我又为刚刚成立
的山南市完全中学创作校歌 《共创新
辉煌》。

援藏之路还在前行， 创作之旅不
曾停歇。进藏 1 年多来，我深入西藏各
个新老居民区采风， 亲身感受和亲眼
目睹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西藏
的经济飞跃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变
化。 心情激动的我又创作了最新音乐
作品《幸福吉祥》，展示西藏迷人风光
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歌曲深受藏族同
胞喜爱， 成为藏族同胞广场舞必跳曲
目。看到藏族同胞幸福的舞姿，我深感
自豪。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民族不
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
族也不能少。援疆、援藏，建设边疆，是
历史赋予的时代重任。我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紧跟时代步伐，扎根人民群
众， 把创作出更好的时代主旋律音乐
作品作为我毕生的使命。

（本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文，来
稿 可 发 送 至 电 子 邮 箱 ：ahwd鄄
tygs@163.com。 ）

·人间真情·

“情暖夕阳，空巢有爱”志愿服务项目，以社区为平台、志愿者服务为载体、专业社
工为支撑，为社区百余位空巢老人提供生活照料、情感陪护等“订单”式志愿服务。 该志
愿服务项目被评为学雷锋志愿服务优秀典型———

志愿服务暖““空巢””

小猪倌过上好日子

■ 本报记者 殷骁

12 月 23 日清早， 黄山市徽州区
富溪乡呈阳村村民王亚俊和往常一
样，起了一个大早，蹒跚地推着装满猪
饲料的手推车，一步步挪向自家猪圈，
开始照料起几十头猪仔。 尽管患有残
疾，但王亚俊乐观积极。 “10 年后，希
望自己能变成百万富翁！”他憨笑着告
诉记者。

先天性小脑萎缩让王亚俊从小行
动不便，加之母亲早故，他和父亲只能
长期以采茶为生， 日子过得很艰难。
“以前亚俊家连大米都很难吃上。 ”叔
叔王如成说。 2010 年，20 岁的王亚俊
赴浙江打工，月薪不到 2000 元，只能
勉强糊口。 几年后，他不得不返乡，在
王如成带动下，养起了皖南花猪。2016
年，他尝试养殖了 4 头花猪，共赚了近
5000 块钱。 “亚俊养猪很积极，学得也
快，忙碌起来以后，精神面貌也不一样
了！ ”王如成欣慰地说。

初战告捷给王亚俊巨大鼓舞，在
扶贫政策的帮扶下， 他扩大了养殖规
模，2018 年就养了 26 头花猪。 然而，
由于缺少规模养殖经验， 疫病防控不

到位，使得花猪死亡率较高。王亚俊购
买了许多专业书籍，并向养殖专业户
请教经验方法，逐渐掌握了花猪不同
生长期的养殖技术。 同时，他的勤恳
劲儿一直没丢，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
清扫猪舍 、添加饲料 ，深夜还要再去
猪圈查看一番， 以便及时诊治疾病。
“现在提倡原生态养殖， 我也及时尝
试了，效果不错！ ”王亚俊说。 当地的
猪草 、山泉成为天然猪饲料 ，保证了
猪肉细腻可口。

今年，王亚俊已养殖生猪 130 多
头，其中已出栏 80 多头，预计纯收入
可超过 15 万元。 靠着养猪，王亚俊实
现脱贫致富。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亚
俊还力所能及地帮助其他困难村民，
已带动 10 余户贫困户加入了生猪养
殖行列，并提供技术指导。 “亚俊能吃
苦、肯钻研，而且还热心帮助他人，起
到了很好的致富带头作用。 ”呈阳村
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洪晓飞告
诉记者。

为进一步提高群

众识毒、防毒 、拒毒的
能力，天长市近日开展
走进社区、学校、单位、
家庭 、场所 、农村 “六
进” 禁毒宣传活动，发
放宣传手册 5 万余份，
张 贴 宣 传 海 报 3000
份。图为公安干警走进
校园，向高中生宣传禁
毒知识。
本报通讯员 程成 摄

·生活广角·

荩 12 月 26 日，众多红嘴鸥在巢湖
半岛国家湿地中庙花塘河公园觅食

嬉戏，成为冬日一道亮丽的风景。
本报通讯员 何胜忠 摄

茛 12月 27日， 安庆菜子湖国家湿
地公园，大批雁类候鸟在湿地飞翔。

本报通讯员 江胜 摄

荩 铜陵西湖国家级城

市湿地公园迎来大批南

迁候鸟。 12月 26日，当
地护鸟志愿者来到西湖

湿地候鸟保护区， 为鸟
儿搭建鸟窝。
本报通讯员 郜小兵 摄

候鸟“舞”冬韵

·人与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