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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商洛公益志愿者朋友圈，网名“丁凡”的志愿
者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他克服诸多困难，十几年如一
日积极参与爱心志愿服务，让许多不幸家庭和儿童得到了及
时的救助，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丁凡”的真名叫李军强，是商洛市税务局的一名税务干
部，“丁凡”这个网名和微信签名他已经用了 10 多年了。李
军强向记者坦言，当初用这个网名的初衷，就是努力做一个
平凡的好人。

从个人志愿服务到组建志愿服务团队

2009 年 9 月，李军强作为一名摄影志愿者参加了一次
公益活动，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是镜头前受助学生那一双
双渴望的眼神、敬老院里那一张张温馨的笑脸，让他的心灵
受到一次次的冲击和震撼。那一刻，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公
益活动不是富人的专利，一个平凡的人也能在公益路上做
出自己的一份努力。此后，他毅然给自己起了网名“丁凡”，
无论再忙再累，每月都会选一个周末参加公益活动，为困难
老人、特校学生、受灾群众送去温暖和关爱。每次参加公益
活动，他都是早早起来准备，披星戴月归来，辛苦自然成为
家常便饭。

随着参与的公益活动越来越多，慢慢地，李军强将个人

随机式的爱心志愿活动，发展到建立
爱心志愿者服务团队和专门组织。

2011 年 6 月，李军强和志愿
者组织成立了以商洛爱心社区志
愿者为主的商州区红十字爱心志愿
服务队，在工作单位成立了“商洛国
税军强志愿者服务队”。2013 年，他又
积极筹建志愿者协会，和其他 10 名志愿
者主动拿出 3000 元作为筹备资金，并将自
己居住的房屋腾出来，给协会作为办公场所。

2018 年 2 月，乡村儿童小昱昱（化名）患
剥脱性皮炎病，李军强和志愿者多次在朋友圈
转发救助信息，很快募集到善款 21345 元，帮助其
顺利完成手术。为方便小昱昱后期康复治疗，他毫
不犹豫地让没有住处的孩子搬到自己家里住了一年，
并和家人细心照顾小昱昱，直到孩子康复。

得知女孩燕妮（化名）被重度烧伤后，李军强和协会积极
发布捐款倡议书，组织爱心社区志愿者设立多家募捐点，在
妇联等单位和众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募集到 46783.8 元善
款，为燕妮成功植皮。

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明明（化名）是他们以前定期看望
的孩子，每次见到李军强，孩子都热情地拉着他的手，有说不
完的话，李军强则鼓励孩子好好读书，自立自强，成为对社会

有用的人。
在助学志愿活动中，他们发挥团队优势，携手翼龙服装

有限公司冀刚军经理到商州区刘湾办事处枣园幼儿园、大赵
峪办事处培华幼儿园开展助学献爱心活动，捐赠 210 套价值
近 2万元的幼儿服装。

强军梦服务队为退伍军人献爱心

2017 年，李军强和 30 多名退役军人及志愿者发起创建
了商洛强军梦志愿者服务队，以“践行志愿服务·传承雷锋精
神”为宗旨，积极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深
入开展关爱抗战老兵等帮扶志愿服务活动。

每年冬夏两季和抗战老兵过生日或生病时，强军梦服务
队都及时组织志愿者上门探望。几年来，他们先后深入商州
区北宽坪镇、牧护关镇，山阳县中村镇、漫川关镇等地，看望

多位抗战老兵，每年为每位老兵送去价值 3500 元的生活物
资和常用药品，并不定期地组织志愿者和少先队员开展为老
兵过生日、聆听老兵讲述抗战故事等系列活动。与此同时，
服务队还坚持在每位老兵去世时，组织志愿者前往吊唁、送
别，并为家属送上 1000元慰问金。

强军梦服务队还积极配合陕西抗战老兵关爱团、中
国狮子联会、龙越基金会、陕西抗战老兵营，在全市配送

关爱物资。
2020 年 12 月，商洛市慈善协会和商洛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联合为强军梦服务队授旗，对服务队开展关爱老兵等志愿
服务活动予以肯定，多家媒体做了报道。在华润万家超市门
前的募捐点，一位练习瑜伽的老人深受感动，立即捐出了身
上仅有的 1000元钱。

公益路上不停歇

俗话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近年来，李军强和他的志
愿服务队先后参与关爱老兵、扶贫帮困、敬老助残、无偿献血
等公益活动 210 多次，累计配送关爱老兵物资 35 万多元，帮
扶困难群众 3650多人，累计服务时长达 4650小时。

2017年 5月，李军强以志愿服务队发起人的身份在第三
届“感动陕西国税”表彰会现场受到来陕调研的国家税务总
局局长王军的亲切接见，“向上向善”的教诲成为他志愿服务
最珍贵的记忆。

2018 年 12 月 20 日，李军强荣获商洛市“最美税务人”称
号。2019 年 9 月，李军强荣获陕西省“最美税务人”提名奖
时，他正在北京出差，委托同事代他领奖。同事们将表彰会
上的视频资料在微信工作群转发后，群友接龙点赞，使他身
在异地却仿佛身临其境，深受鼓舞。

2021 年 7 月，李军强利用全省税务系统劳模、先进在临
潼休养的机会，与各位代表分享了很多公益志愿者的感人事
迹和经验，更加坚定了公益志愿服务的信心。

荣 誉 和 鲜 花 的 背 后 ，有 艰 难 的 付 出 ，也 有 辛 酸 的 泪
水。2020 年 2 月，李军强为抗击疫情向社区捐款 1000 元，
社区送来感谢信后，遭到了一些人的误解。这件事让他深
深地感到，一个人的奉献是孤单的，群体的回应和践行才
是最美好的。

每次回忆起公益活动的点点滴滴，李军强都会被一次次
地感动，志愿服务的每一项荣誉，都蕴含着全体队员的辛勤
付出，都少不了来自领导、同事、亲友及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理
解、关心和支持。“志愿者团队就是组织弱势群体互相抱团取
暖、互相帮助的一座桥梁。我们初期团队以 AA 制收集的费
用经常是杯水车薪，没有社会力量的支持，志愿服务活动也
会面临诸多困难。”李军强说。

有一首歌唱得好：“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将变得
更加美好。”如今，参加公益活动的志愿者换了一茬又一茬，
能坚持下来的却并不多。10多年了，李军强依然在志愿服务
这条路上默默前行，无怨无悔。他始终牢记参加志愿服务的
初心，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更有成效。

采访结束时，李军强说：“我想再次呼吁，让我们用爱
心召唤人们走向阳光，用深情帮助弱者走出困境。让我们
的志愿红和税务蓝凝心聚力，以赤诚之心服务众人，用朴
实言行奉献社会，与贫困儿童、孤寡老人、困难群众心相
连、手相扶，用至纯、至真、至洁的爱，演绎一曲真善美的恢
宏乐章。”

网 红网 红““ 丁 凡丁 凡 ””的 公 益 之 路的 公 益 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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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春，我又
一 次 来 到 了 曾 经 被
称 为“ 蛮 荒 之 地 ”的
西河村。

距县城 90 多公
里的西河村，是镇安

县东南方的一个小山村，原属西沟乡管辖，2011 年 5 月
机构改革时西沟乡被撤销，该村归米粮镇管辖。全村 8
个村民小组，总面积 10平方公里。

西河村是原西沟乡所在地，是块红色土地。1935 年
2 月、3 月，鄂豫陕苏区第七路游击师和镇安西沟河区苏
维埃政府相继在西沟成立，配合红二十五军打土豪分田
地，进行土地革命，争取红枪会基本群众，组建抗捐军扩
充红军，为扩大根据地、保卫革命成果作出了积极贡献。

西河村的前身西沟公社，从 1958 年 9 月至 1984 年 6
月存续了 26年。这期间，公社班子带领社员做了许多大

事好事，其中两件至今让群众难以忘怀：一是带领群众学
大寨修梯田，提高粮食亩产，不让群众饿肚子；二是修建
了一条西河通往熨斗的公路，打通了西河与外界的联系，
方便了群众出行。从此，西沟不再是封闭的蛮荒之地。

西河村的粮食作物以玉米、小麦、豆类为主。公路两
侧，麦苗绿油油，地膜一行行。民主梁上，有位大娘正在
给地里背粪，说是准备种苞谷（玉米的俗称）。

西河村大部分土地属于轻壤土至中壤土，既有保水
保肥能力，又有一定的排水通气性能，加上本地土壤富含
磷、钾及微量元素，其酸碱度适宜种植烤烟，因此，烤烟成
了西河村的主导产业。

村党支部书记张本博介绍说，目前，西河村已发展烤
烟 1000 多亩，年产值 450 多万元，人均增收 3000 元，成
为米粮镇首屈一指的“烤烟大户”。

在去西河村的途中，我们还看到一片片经济林带，有的
是板栗，有的是核桃。村民说，这就是他们的“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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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为老兵过生日志愿者为老兵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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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强李军强（（右右））看望受救助孩子看望受救助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