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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李鹏 文/图

“第一天高考终于结束了 ，回去好
好休息，养足精神准备明天的考试。 ”6
月 7 日下午 5 点多，在亳州一中考场大
门口雷锋车队接送点，王磊对刚刚走出
考场的四名考生说。 接着，王磊开车把
他们一一送回家。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 作为
亳州雷锋车队负责人，高考前夕，王磊
每天要接听几十个请求爱心送考的电
话，打出去的协调电话更多，“我今年 45
岁了，记忆力不比年轻的时候，用笔记
下来，才好准确分配车辆。 ”

2008 年， 王磊加入亳州雷锋车队，
开始中高考爱心送考， 迄今坚持了 14
年；2010 年， 王磊担任亳州雷锋车队队
长，在做好爱心送考的同时，经常带领
队员参加公益活动。

2013 年以来，王磊先后被评为亳州
好人、亳州市道德模范、安徽好人、省学
雷锋志愿服务优秀典型。 2017 年，亳州
这支雷锋车队被中宣部命名为“第三批
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我要帮助更需要
帮助的孩子”

2008 年，刚刚成立 2 年的亳州出租
车雷锋车队改名为亳州雷锋车队，面向
社会招募爱心车主，在中高考期间免费
接送考生。 王磊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支
爱心队伍。

从第一次参加中高考送考至今，王
磊参加了 14 次。 送考路上，王磊不但将
考生安全送到考场，还资助遇到的困难
考生，直到他们考上高中甚至大学。

小明和小亮（化名）家在谯城区沙土
镇。父亲病重离世后，这对姐弟与年迈的
爷爷相依为命。 2014 年爱心送考时，王
磊遇到了小明，得知了她的家庭情况。中
考结束后， 王磊和队友们驱车几十里来
到小明家中， 当看到破败的房屋和拮据
的生活条件时， 当即决定帮助小明和小
亮姐弟俩，每月资助 300 元钱。

让王磊欣慰的是，小明和小亮非常
争气。 如今，姐姐小明已经考上大学，弟
弟小亮在亳州一中就读，成绩在全校名
列前茅。 按照雷锋车队规定，凡是超过
18 岁的，车队将不再资助，但王磊每次
都是自掏腰包，继续支持小明的学业。

虽然帮助了很多考生， 但王磊也有
“遗憾”。 2019 年，王磊的儿子参加高考，
希望父亲能陪伴自己去考场。王磊陷入纠
结中， 如果送儿子高考就不能送别的考
生，两个考场他都不能缺席，如何选择呢？

最终，王磊选择了送别人家的孩子
上考场，“我真的想在儿子最重要的时
刻陪伴在他身边，但作为一名爱心送考

志愿者，尤其是雷锋车队的队长，我要
帮助更需要帮助的孩子，还要为队员做
出榜样。 ”王磊的举动得到了儿子的理
解，也感动了雷锋车队的每一位队员。

送考 14 年， 王磊没有缺席过一次。
无论自己本职工作多么繁忙， 他都会提
前请假，安排好工作交接，全身心投入到
送考活动中。 他帮助和资助过的人难以
计数，收到的感谢信有几十封。现在这份
名单仍在延长，受益人数还在增加。

“哪里有困难，哪里
就有雷锋车队”

亳州雷锋车队刚成立时，由于没有
成熟的管理组织和工作规范，无论是着
装还是车身标识都不统一。 在开展爱心
送考时，队员们常常四处乱跑，经常拉
不到考生或者考生过多坐不下。 “管理
存在不足，时间长了不仅不能服务好考
生，也影响队员的积极性。 ”王磊说，在
队员们的支持下，他对车队进行了“流
程再造”。

王磊订购了带有雷锋车队标识的
服装和车标，要求队员在爱心送考必须
穿戴和佩戴整齐。 他还将车队按照考点
进行分队， 一个大队负责一个考点，每
个大队指定一名队长， 便于统一指挥。
另外， 王磊要求队员在接送考生时，不
要打听考题等考试情况，避免给考生造
成压力，影响下一场考试心情。

管理规范后， 车队的送考效率大大
提高。 2018 年，亳州市区某高中因租赁
的大巴车有一辆因故不能赶到， 眼看着
就到了考试时间，考生们心急如焚。执勤
交警想到了雷锋车队， 立刻拨打了王磊
的电话。很快，十几辆贴有“雷锋车队”标
识的私家车赶到现场， 及时将考生安全
送到了考场。 这样的“救场”不止一次。
2020 年，亳州市区某初级中学提前联系
的大巴车队发生变故，师生焦急万分，又
是雷锋车队伸出援助之手， 临时调配出
多辆私家车，用于接送该校考生。

现在，亳州雷锋车队成了各个学校
的“香饽饽”。 每年中高考前，都会有不
少学校向王磊和雷锋车队发出邀请 。
“今年，我们成立了 6 个大队，安排了至
少 120 辆车用于送考。 送考方式有点对
点、一对一和自由接送，并配置了不少
于 20 辆车作为机动，应对突发情况。 ”
王磊说。

除了接送考生，雷锋车队还在各个
考点设立了服务台，免费供水，提供车
辆应急保障，开展交通疏导。 近年来，雷
锋车队开展的公益活动已经不再局限
于爱心送考，还有网络文明传播、“礼让
斑马线”宣传引导、关爱留守儿童、慰问
敬老院和福利院等活动。

2017 年，在小明和小亮姐弟俩曾就
读的沙土镇田沟小学，王磊牵头成立了

第一个学习雷锋教育基地，作为雷锋车
队关爱农村贫困未成年人的阵地。 王磊
还发起成立了“一群人，一颗心”公益项
目， 由雷锋车队长期帮扶 7 名留守儿
童，以每年不低于 6 次走访和每人 2000
元的物资帮扶。

“哪里有困难 ，哪里就有雷锋车
队。 ”这是王磊和志愿者们共同的心声。

“让雷锋精神影响更多人”

亳州雷锋车队不拉赞助，每次活动
经费全部是队员们你 100、 我 200 凑足
所需金额。 但在每次清点捐款时，车队
秘书长孔繁华都会发现，常有一名志愿
者捐款 500 元，却没有留下名字。

由于钱是王磊代捐的，孔繁华询问
王磊捐款者的名字。 王磊说人家要求匿
名不方便说。 但“纸包不住火”，孔繁华
最终还是发现匿名捐款者就是王磊。 他
不明白既然王磊已经捐款了，为什么又
要偷偷再捐一次呢？ 王磊解释说，雷锋
车队是一支纯公益性志愿者队伍，无论
捐多少都是队员们的心意。 他这样做也
是为了减轻大家的心理压力，避免攀比
捐款或者“逼捐”。

这不是王磊第一次背着队员捐款。
为了不打破车队制定的“18 岁以上不再
捐助”的规定，王磊不止一次向超过 18
岁的受捐助者继续打钱，“没有规矩不成
方圆。但每个受捐助者的情况不一样，如
果他们继续上学， 可能还会因为缺钱影
响学习，还需要有人再帮他们一把。 ”

王磊常说，是好政策让他过上了好
日子，所以他要回报社会。

王磊家在谯城区谯东镇，家庭条件
一般。 王磊上中学期间，吃饭时，母亲常
会偷偷在爷爷碗里埋 2 个荷包蛋。 那时

王磊不理解母亲这一举动，母亲便告诉
王磊要孝敬老人，要懂得感恩。 从此，王
磊心中就种下了感恩的种子。

1998 年我国一些地区遭遇洪灾，刚
刚上班不久的王磊拿出 500 元捐给受
灾地区。 这笔钱现在听起来不多，但在
当年， 却是王磊一年工资的四分之一。
有人说王磊傻，王磊只是笑了笑，一句
话都没反驳。

1999 年，王磊捡到一个存折，打开
一看，存款金额居然有 20 多万元，立刻
将存折交给了附近的银行网点。 2013 年
4 月，王磊与爱人自驾到大别山旅游。由
于石头太滑，一位中年妇女拍照时不慎
跌落潭中。 他奋不顾身跳水救人，结果
腿抽筋差点没爬上来……

王磊本职工作是白酒销售 。 他开
通了一张银行卡， 每卖 １ 瓶酒就往卡
里面存 1 元钱， 等到了一定金额就把
这笔钱捐出来成立 “爱心基金 ”，资助
困难的孩子 。 目前 ，他的 “爱心基金 ”
攒了 3 万多元， 距离他的目标越来越
近了。

如今， 亳州雷锋车队从最初的 10
几人发展至现在的 300 多人，公益活动
开展越来越规范，范围越来越广。 “要让
雷锋精神影响更多的人。 ”王磊说。

付出就有回报。 每年送考期间，每
当雷锋车队的送考车经过，无论是市民
的私家车还是城管的执法车，都会自觉
让道。 一些商家被雷锋车队的无私奉献
精神感动，免费向车队队员提供餐饮堂
食。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加入，为车
队增添了新鲜血液。 “只要一说到自己
是雷锋车队的，别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称
赞我们。 ”这让王磊他们非常感动，也更
加坚定了他们在爱心送考路上继续走
下去的信心。

轮椅上的公益使者

■ 本报记者 殷骁

前不久，省残联相关负责人一行调
研巢湖市防伪印章厂，宣讲了涉及维护
残疾人合法权益方面的《民法典》条款。
“要宣传好《民法典 》，让更多残疾人知
法、懂法、守法，并自觉依法维护合法权
益。 ”该厂负责人、曾被评为“全国自强
模范”“中国好人”的纪建宇说。 从创业
成功到心系残疾人事业，这位双肢重残
的汉子一路播撒公益种子，人称“轮椅上
的公益使者”。

1963 年夏，一场高烧袭击了不到 3
岁的纪建宇。 后来，他的双腿再也无力
站起，只能靠拄拐行走。 上小学时，纪建
宇风雨无阻自行上下学，来回途中不知
摔了多少跤，但他依然坚持。 求学期间，
纪建宇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1978 年
高考，纪建宇成绩优异，但受观念、条件
等影响，当时没有一所学校愿意录取这
位重残学生，这对他打击很大。 “战场上
随时都会牺牲 ，但我们并不惧怕 ，反而
积极面对。希望你也能这样自信、乐观。”
曾参加过革命战争的父亲，这样开导纪
建宇。

父亲的鼓励让纪建宇豁然开朗。 几
经周折，他来到巢湖市钟表刻字修配厂
当起学徒。 纪建宇在工作中倾心尽力、
吃苦耐劳，经常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 ”。
工作之余，纪建宇刻苦学习，于 1983 年
获得电大本科文凭。

1997 年， 纪建宇所在的单位倒闭。

想起父亲的开导，纪建宇没有消沉，而是
投身创业。 他带领 4 名残疾人、7 名下岗
工人创办了当地首家防伪印章厂。随后，
纪建宇又成立当地首家残疾人用品用具
供应站，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既然有能力帮助更多人，为什么不
尽心尽力呢？ ”创业成功后，纪建宇想得
最多的，还是残疾人朋友。 多年来，他为
许多肢残人免费安装假肢，捐助过 60 多
名残疾人。 他的企业也聘用了很多残疾
员工。至于接待解答、帮助协调残友们在
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身为合
肥市政协委员和巢湖市肢残人协会主席
的纪建宇已记不清有多少次。 2006 年，
温州籍残疾人郑昌泽只身来到巢湖闯
荡。 纪建宇偶然得知郑昌泽在职校曾系
统学过印刷排版， 便介绍他到一家印刷
厂工作， 还送给他一辆轮椅， 方便上下
班。在纪建宇的无私帮助和持续关心下，
郑昌泽成功创业，扎根巢湖。

纪建宇 2000 年光荣入党 ，2014 年
荣获“全国自强模范”称号，2018 年 3 月
被评为“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类好人。
纪建宇说， 自己很珍惜这些响当当的荣
誉，更要对得起相关部门的关爱与信任。
今后， 他将继续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为更多残疾
人朋友谋幸福、谋发展。

年介涛：为烈士寻找“回家”的路

■ 本报通讯员 朱永鑫 常晓建

本报记者 汪国梁

走村入户，深入查访，确定散葬无名
烈士墓 83 座。 历经 8 个春秋，行程近万
公里，为 27 位烈士寻到家乡和亲人。 这
就是怀远县陈集镇退休职工、 退役军人
工作者年介涛的故事。

1948 年底，淮海战役蚌西北阻击战
打响。 怀远县陈集镇（原陈集乡）是这场
战斗的主战场之一， 部分牺牲的烈士就
安葬在陈集的土地上。 2010 年，原陈集
乡对散葬烈士墓进行普查。 考虑到年介
涛对本地历史有所研究， 且有一定文字
功底，组织上希望由他来承担相关工作。
尽管此时已经退休， 担负这项工作也没
有报酬， 但年介涛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
了任务。此后 ４ 个月的时间里，他走村入
户向亲闻亲历烈士安葬的老人请教，搜
集相关信息， 深入田间地头确定烈士墓
位置。 无论路途远近， 年介涛都实地调
查，前后寻访 100 多人次，共普查出无名
烈士墓 83 座。

2013 年 6 月， 原陈集乡将 83 位烈
士遗骸迁入胡刘烈士陵园。迁葬过程中，
年介涛事无巨细。每挖出一件烈士遗物，
他都认真记录、整理、收藏，哪怕一颗纽
扣也不放弃。在此过程中，年介涛发现写
有烈士名字的砖块和印章， 从而确定了
18 位无名烈士的姓名。 从这 18 个姓名
开始，当时已经 64 岁的年介涛为自己定
下了目标———为这些烈士找到亲人。

自从萌发了为烈士寻亲的想法后，
年介涛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这件事。 经
过多方查阅资料， 年介涛深入了解淮海
战役尤其是蚌西北阻击战这段历史，发
现参战的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兵员主要
来自山东和河北的环渤海地区。 于是年
介涛将这一区域作为寻亲重点。

在整个环渤海地区寻找烈士亲人，无
异于大海捞针，加之时间跨度大，行政区
划、地理名词的变更和人口的流动，令年
介涛常常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有位名叫
孙振和的烈士，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提供
的资料显示其为山东崑嵛县白禄区四甲
庄人。 年介涛在学术网站上反复查找，终
于查到一篇《山东省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历
史沿革》的文章，了解到崑嵛县设立和撤
销的经过，以及原崑嵛县域如今的区划归
属。 几经波折，年介涛终于在山东威海市
高技区初村镇四甲庄为烈士找到了亲人。

凭借着老骥伏枥、 锲而不舍的干劲，
截至 2020年底，年介涛已成功为 27位淮
海战役中牺牲的先烈找到了家乡和亲人。
在这个的数字背后，是超乎常人想象的艰
辛付出。8年来，年介涛为烈士寻亲的足迹
遍及皖、苏、鲁、冀、浙 5 省，行程近万公
里。 仅在参战部队兵源集中的环渤海地
区，年介涛就查阅了近 70 个县（市、区）的
10多万烈士名单，搜集记录整理的寻亲资
料足有 1尺多厚、约 80万字。

目前， 胡刘烈士陵园还有 6 位有姓
名的烈士没有找到家乡和亲人， 这是年
介涛难以割舍的牵挂。已经 72 岁的年介
涛，依然没有停止寻找的脚步。 他表示，
要尽最大努力，为无名烈士复名，为有名
烈士寻亲到底。 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坚
定和执著。

（本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文，来稿可
发送至电子邮箱：ahwdtygs@163.com）

撑起家庭一片天

■ 本报通讯员 徐梅生

“我卧床 18 年，身上没有一块褥疮，
多亏了老婆。 ”近日，庐江县泥河镇瓦洋
村 52 岁的村民王甫宝深情地说。

2003年 6月之前，身高 1.8米以上王
甫宝算得上是村里的“高富帅”。 那时他
是大货车司机。 “他比一般人都精明能
干，当初我就看中这一点嫁了他。 他就是
我的避风港，是我的天。 ”王甫宝的妻子
钱大兵说。

“1991 年，我们跻身万元户行列，儿
子又出生了。 ”回忆过去，王甫宝的笑容
里透着甜蜜。 夫妻俩在泥河街上买了一
栋二层的楼房，也逐渐有了些存款。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3 年 6 月 ，
王甫宝在一次下货时，被货物重重砸在
脖子处，造成了颈椎断裂。 治病花光了
他们所有的积蓄。

“医生说他会终生卧床不起。 那段
时间，我整日以泪洗面，天天给他安慰和
鼓励，希望他活下去，给儿子一个完整的
家。 ”钱大兵说。

从此，钱大兵精心照料着丈夫。他的
一个眼神，一句哼哼声，钱大兵就知道他
需要什么。 为丈夫按摩、拍打、翻身……
钱大兵几乎每天都要做， 而且每夜都要
起来六七次。她还在家后面不远处，租了
一块地，用来种菜。 这五六年，她没添置
一件新衣服。 “当初选择嫁给了他，就要
管他。有了他，这个家就是个家了。”钱大
兵说。 2014 年王甫宝家庭被评为贫困
户，享受到政府扶贫政策的惠顾。

如今 ， 他们夫妻每月低保收入有
800 多元。 王甫宝肢体一级残补及护理
费有 1520 元， 平时医疗费用几乎都是
实报实销，孙女读幼儿园每年还有教育
资助。

王甫宝目前虽然还在卧床， 但精神
状态很好：“去年检查时， 省立医院的医
生说， 我卧床 18 年身上没有一块褥疮，
真是奇迹。 ”

“现在他活得好好的。感谢政府政策
好，我家 2016 年脱贫了。 儿子媳妇也挣
钱养家了，每年补助我 2 万元呢！ ”说这
话时，钱大兵的脸上露着欣慰的笑容。

他投身志愿服务，带领“雷锋车队”坚持爱心送考，被评为“安徽好
人”和省学雷锋志愿服务优秀典型———

爱心送考十四载

６月 ７日下午考试结束后，在亳州一中考点，王磊驾车送考生回家。

荨 6 月 5 日，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医生走进恒大广场幼儿园，讲解
眼球构造，引导孩子们养成爱护眼睛的好习惯。

本报通讯员 吴海波 摄

荩 6 月 4 日， 淮北市相山区渠沟镇平楼小学
开展“走进麦田，体验麦收”社会实践活动，让学
生体验劳动的艰辛、感受丰收的喜悦、增强爱惜
粮食的意识。 图为桥头村党员志愿者在麦田为
学生演示收割小麦。

本报通讯员 周方玲 摄

体验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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