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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志愿红”成为城乡最美底色
■ 许蓓蓓

三月风光好，大地涌生机。
一年一度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月， 一项项

丰富多彩的志愿活动在全省城乡火热开展，
如春潮涌动，传递爱和温暖。这些身着红马甲
的普通劳动者，践行着“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者精神，演绎着平凡而伟大的动人
事迹。

网络直播带货的扶贫志愿者 ，用 “婆婆

嘴”温暖社区邻里的“小阿嫂帮帮团 ”，奔走
在公益救援一线的蓝天救援队，8 年坚持捐
款助人的爱心夫妇……前不久 ， 省文明办
命名表彰的 2020 年度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
个十佳”先进典型，一个个闪光的身影由幕
后走向台前。 长期以来，这些爱心集体和个
人活跃在基层 ， 活跃在抢险救灾 、 扶危助
困 、公共服务等一线 ，将滴水汇聚成暖流 ，
将小善聚集为大爱 ， 散发出一道道照亮人
心的友爱之光。

据统计 ， 目前我国实名志愿者人数已
达 1.92 亿 ，志愿团体总数达 78 万个 ，广大
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服务工作者已
成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 推动社会治理创
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中坚力量 。 同时 ，
志愿服务 “人人可为 、 时时可为 、 处处可
为”，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争相成为社会治理
的参与者 、践行者 ，纷纷加入志愿者队伍 ，
从小事、身边事做起 ，共同编织起心手相牵
的关爱网，奏响守望相助的和谐曲 ，凝聚共

治善治的人民力量。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志愿服务是高尚

的道德行为，是无私的利他之举，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需求的日益多元化， 志愿服务呈现出
一系列新变化、新气象。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志愿服务仍然
存在着专业化水平不高、品牌建设不足、服务
内容陈旧空泛等现象， 于服务对象而言往往
是“解渴”有余而“解困”无力，于志愿者本身
来说也是“参与”有余而“成长”不足。 我们应
进一步完善志愿服务激励、保障和促进机制，
打造更加专业化、常备化、规范化的志愿者队
伍，不断创新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等，为群众
提供更加人性化、精细化的志愿服务，让“志
愿红”成为城乡最美的永恒底色。

志愿服务＋城市党建
帮助群众解难题

“志愿服务就是好！你看，在志愿者的
参与下， 社区内淤堵多日的下水道疏通
了，以前坑坑洼洼的路修好了，破旧的车
棚也重新建好了， 社区面貌焕然一新，居
民的心情也敞亮了许多。”近日，界首市西
城街道解放社区刘女士看到昔日私搭乱
建、 乱停乱放的小区如今变得干净整洁，
喜笑颜开地说。

近年来，界首市从破解城市社区服务
力量不足、群众社会活动参与度不高的问
题入手，探索“党建＋志愿服务”模式，建
立社区志愿服务指导站，组建志愿服务队
伍，开展多种形式志愿服务活动，帮助解
决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推动城
市党建与志愿服务互动互促，有效促进了
社区党组织和群众的双向联系。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民法典》的内
容，大家可别小看这部法典，它可是与我
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呀！ ”为解答群众对
于《民法典》及其他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
界首市东城街道刘黄社区携手市卫健委、
市人民医院等共建单位组织开展 《民法
典》进社区普法宣传活动，志愿者们现场
发放《民法典》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

“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关
系民生的《民法典》知识带到了群众身边，
增强了我们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对我
们太有帮助了。”活动现场，群众对志愿者
们的讲解啧啧称赞。

为精准有效服务群众，界首市充分发
挥区域化党建联建作用，引导辖区共建单
位，按照“就近、便利”原则入驻社区，创新
“五联一共” 志愿服务模式， 通过组织联
建、区域联治、活动联办、服务联动、困难
联帮、资源共享，帮助社区和群众解难题
办实事。 目前，界首市已建立社区志愿服
务指导站 37 个， 组建志愿服务队伍 101
支，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820 余场次，帮助
社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1100 余件。

志愿服务＋基层治理
畅通“最后一百米”

“咱们户区这两天准备开展‘文明家庭’
和‘最美巷道’评选活动，大伙看看有什么意
见建议？ ”傍晚时分，界首市邴集乡三和村的
户长张好干正和户区 12 名群众商议户区评
比活动，大伙热烈讨论着。

“作为一名‘户长’，我要发挥自身优势，
经常组织户区群众开展环境治理、 邻里互
助、乡风文明等群众性活动，激发群众热情，
引导群众参与基层治理。 ”张好干说。

遍布界首乡村的户长诞生于去年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为了迅速构筑群防群治
的严密防线， 很多乡镇结合乡村居住特点，
以十户为标准划区分户，每个户区由群众举
荐，选取有威信、有责任心、有能力、热心村
级事务的人员担任户长。 户长们发挥基本情
况明、掌握信息快的优势，开展志愿服务，冲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和
感人事迹。 疫情防控中探索出的“党带群建、
十户联治 ”工作机制 ，凸显了户长在村 “两
委”和普通群众中的纽带作用，弥补了基层
工作人手不足的问题。

界首市把这项志愿服务与基层治理有效
结合，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引导群众参与基层
治理。 “常态化的志愿服务活动为基层治理注
入了‘强心剂’，增添了基层治理活力，提升了
治理效能，推动了社会治理精细化、实效化。 ”
界首市委组织部负责同志介绍。

如今在界首乡村，户长们成了群众信服
的“五大员”：立足广场、游园等小阵地，用乡
言俚语讲政策的宣传员；组织群众积极参与
村级事务，开展乡村振兴、道德模范评比和
好人好事推介等文明实践活动的组织员；调
解群众矛盾， 提升基层凝聚力的调解员；搜
集群众意见建议， 并上报社情民意的信息
员；带头参与平安建设，科学讲解和预防灾
害的安全员。 截至目前，全市 11528 名户长
通过志愿服务活动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
3900 余件。

志愿服务＋社会发展
同频共振增活力

王允龙是界首泉阳镇王付全村党总支
书记， 同时又是村级党员志愿服务队队长，
今年春节假日期间一直忙碌着。 他带领 36
名党员志愿服务者为 “老弱病残孤寡灾”群
体送去米、油、面、被，为“留守儿童”送去衣
物、学习用品，为外出返乡人员送去防疫知
识、创业政策……身穿红马甲，胸佩党徽的
他们活跃在村头巷尾，用贴心的服务、暖心
的言语，感染着村里每一位群众。

“看到他们，我心里就踏实了！ ”71 岁的
老人杨素芹，只要说起志愿者，脸上就溢满
了感激之情。 杨素芹是孤寡老人，无儿无女，
生活无人照料。 村里帮助其签约家庭医生，
定期上门为老人测血压、体温、血糖，还经常
组织志愿者上门服务， 陪老人聊天谈心，及
时了解老人生活情况。

为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在统筹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界首市将志愿服务与中
心工作、社会发展有机融合，共同推进志愿
服务常态化。 结合疫情防控、民生保障、脱贫
攻坚、平安建设、文明创建等，广泛开展“你
点单我服务”“你提议我来办”“赠您一缕阳
光”“衣旧心暖”“爱心补给站”“放学半小时”
“助力脱贫攻坚”“佳语户晓”“普法教育”“界
之文明、首在实践”等特色志愿服务活动。 通
过系列活动的开展，实现志愿服务与社会发
展同频共振、共同推进，增强了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界首市 342 支志愿服务队已累计开展
活动 16900 余场次，辐射受众人员 37500 余
人。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社会发展
活力的重要力量。 我们立足实际，注重融合，
促进微光成炬，更好推动全市经济社会的高
质量发展。 ”界首市文明创建督导中心负责
同志肖玉华说。

·记者博客·

▲ 3 月 10 日，濉溪县双堆集镇党员干部走进施刘村双龙
沟绿化造林现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范胜明 摄

荨 界首市志愿者义务为老年人理发。 ▲ 社区医务人员送诊上门。

荨 日前，肥西县上派镇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志

愿活动。 图为来自青年
社区的小学生们在清理

违法小广告、 整理乱停
乱放的共享单车。

本报通讯员 李强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摄

荩 3 月 10 日， 合肥市蜀山
区井岗镇兴民社区的金大地

“红色管家” 和春语志愿服务
队志愿者，根据收集来的辖区
残疾人的微心愿， 将广播、玩
具、电饭锅等送到他们家中。

本报通讯员 陶声凤

本报记者 张鸣 摄

基层宣讲 生动入心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王虎

3月 10日下午，乍暖还寒。 滁州市全椒县石沛镇联盟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广场人声鼎沸、掌声雷动，村民们齐聚一堂，饶有兴致
地观看襄水乡音文艺宣讲志愿服务队自编自演的文艺演出。

“文明县城抓创建，齐心协力靠大家，美好家园共建设，幸
福生活乐开了花……”女生演唱一开腔，便引起了村民的共鸣。
60 多岁的朱宗平，演唱的是新编黄梅戏《厚民生》，赢得一片叫
好。 走下舞台后，他笑着告诉记者，平时他喜爱黄梅戏，春节前
夕，得知全椒县成立襄水乡音文艺宣讲志愿服务队，就报名参
加了。 74 岁的退休干部陈斯琦，在襄水乡音文艺宣讲志愿服务
队里负责节目编排。 他告诉记者，志愿服务队平均年龄 55 岁，
自 3 月 4 日正式亮相以来，已经演出了 5 场，还将继续深入乡
镇、社区进行演出。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椒县文联广泛摸排凝聚了一批有创
作、表演能力的文艺人才作为志愿服务队成员，根据当前相关
政策、民生热点话题，创作了一大批歌曲（民歌）、舞蹈、黄梅戏、
庐剧、快板大鼓等群众喜闻乐见文艺作品，将政策与文艺有机
融合，寓教于乐，宣传党的政策，反映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
效、新变化、新面貌和新风尚。

志愿服务，不分年龄。全椒县在理论宣讲方面，还特别注重
培养年轻人。 在滁州市应用技术学校和全椒县第四中学，90 后
青年宣讲员以平实的语言、生动的事例、真挚的情感，宣讲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受到师生们的好评。近年来，全椒县从援
鄂医疗队、乡镇干部、青年宣讲能手等群体中，遴选 30 周岁以
下的政治立场坚定、宣讲经验丰富、个人事迹突出的人员，组建
首批 90 后青年宣讲团，开展志愿服务。他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青言青语”和小道理、小故事，将党的创新理论传到基层一线、
传到群众身边。

在全椒， 文艺宣讲和理论宣讲的志愿服务， 都深受欢迎。
“听了这充满乡土味的曲子，很快就记得政策了，搞得好！ ”“年
轻人擅长思考，知识新颖，他们的宣讲很有说服力！ ”一些干部
群众纷纷为他们点赞。

保护江豚 留住“微笑”

■ 本报见习记者 陈成

“看，那里有一头江豚跳了起来，它好像冲我笑了一下，小
家伙太可爱了！”3 月 11 日下午，共青团安庆市大观区委组织青
年志愿者们来到安庆长江江豚西江救护中心开展 “守护江豚”
志愿活动，青年志愿者李晗一边捡拾岸边的生活垃圾，一边观
察江面的动静，看到江豚跃起的画面，不禁发出赞叹。

小小的眼睛、大大的脑袋、微微上扬的嘴角、憨态可掬的体
形……长江江豚被称为长江“微笑天使”，是世界上唯一的淡水
江豚，有“水中大熊猫”之美誉。 由于受渔业活动、航运、水污染
等影响，其数量种群呈现濒危状态。

安庆西江为长江故道， 全长 10 公里， 宽度 200 米至 500
米，水深 5 米至 20 米。 为保护长江江豚，2014 年，安庆长江江
豚西江救护中心落成，承担着江豚救护使命。“我们管护队目前
共有 10 名队员，主要负责监测江豚情况、禁止垂钓捕鱼、打捞
四周漂浮物等。 ”安庆西江江豚管护队队长张礼元说，“全面禁
捕后，现在江上违法捕捞和垂钓的现象很少见了，但是我们每
天都会在江上巡查，不敢松懈。 ”

今年 58 岁的张礼元， 原是当地的一名渔民，2019 年转行
成为安庆西江江豚管护队队员。 他说：“从‘捕鱼人’到‘守护
者’，我现在对江豚有了很深的感情，希望能有更多的社会力量
加入，大家携手保护江豚。 ”

结束志愿活动，李晗告诉记者：“之前看到过江豚濒危的一
些报道，很担忧。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保护江豚的志愿活动，很
开心、很兴奋，看到江豚在保护区安乐地生活，我放心不少，这
也说明江豚保护工作卓有成效。 ”

“我们下一步将成立江豚保护青年志愿者巡护队，号召更
多的青年志愿者和青年团员参与保护江豚。同时，开展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安庆市长江江豚保护条例》的普及宣
传，让更多青少年形成保护长江、保护江豚的自觉意识。 ”共青
团大观区委副书记李星说。

青春行动 荒山披绿

■ 本报通讯员 丁满莲

本报记者 徐建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3 月 11 日上午，在东至县大渡口镇滨江公园内，一群“红
马甲”格外耀眼，他们挥锹铲土、扶苗踏实，将一株株充满生机
和希望的树苗栽入土中。

“户外植树既可以给森林还绿，又可以亲近大自然，锻炼身
体，还能倡导青年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营造‘植绿、护绿、爱
绿’的浓厚氛围。 ”参与植树的池州团市委负责人曹龙云说。

此次植树活动，是围绕“‘美丽中国·青春行动’全国保护母
亲河行动青年林项目”而展开的。 该项目是全省第一个入选项
目，池州市计划在东至县建设林木 1112 亩。 在东至县泥溪、胜
利、花园等乡镇，一场场热火朝天的植树活动也在持续进行中。

3 月 12 日上午，在香隅镇漕东村香隅河大坝，50 余名乡镇
干部职工及志愿者共同努力，栽植薄壳山核桃 600 余棵，为“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漕东村增添了一抹新绿。 据介绍，入春以来，
香隅镇发动广大青年干部和群众对长江沿线进行生态修复和
绿化，并在南部山区植树造林，种植经果、白茶。 “目前，我镇长
江沿线滩涂已经栽植意杨、柳树等耐水树种 18.4 亩，生态修复
及绿化提升工程林带 437 米，山区造林 728 亩，种植白茶等经
济林 120 亩。 ”香隅镇党委委员佘白鱼说。

据东至县林业局绿化委办公室主任胡来祥介绍，近年来东
至县坚持生态强县战略，把绿色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全
面提升森林质量，先后实施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新一轮退耕
还林、封山育林、长防林、退化林修复等重点生态绿化工程。 其
中，人工造林共完成 88000 亩，累计完成长江岸线修复及绿化
12181 亩。 同时，把义务植树与“四旁四边四创”绿化提升、美丽
乡村建设结合起来，成功创建全国生态文化村 1 个，国家森林
乡村 10 个，省级森林城镇 3 个，省级森林村庄 3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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