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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张 鹏）“老师，您帮我写个‘福’字。”
“感谢书法家们，手写的春联更有年味，更有意义。”1 月 23 日，
“丹凤邀您过大年”2024 年“文化进万家 送福送温暖”春联义
写活动在丹凤县中心广场举行。30 多名书法家挥毫泼墨，为群
众义写春联，送去新春祝福。市民拿到满载祝愿的春联和福字
后，个个喜笑颜开，高兴得合不拢嘴。

“内外平安好运来，合家欢乐财源进”“龙腾云海国昌盛，春
满人间民泰安”……一副副饱含祝福的春联，一张张遒劲有力的

“福”字，伴着浓浓墨香跃然纸上。大家自觉排队领取作品，个个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当天，书法家们共创作春联、“福”字、
书法作品 800余件，全部无偿赠送给群众。

据悉，2024 年“文化进万家 送福送温暖”春联义写活动由
丹凤县委宣传部、县文旅局主办，是“丹凤邀您过大年”春节系列
活动之一，旨在进一步巩固“干净丹凤”创建成果，营造喜庆祥和
的春节氛围，并通过作春联、书春联、送春联，弘扬春联与书法相
结合的传统文化艺术魅力。

丹凤举办义写春联活动

1 月 4 日下午，冬日暖阳映照着
商州城，在商洛市老干部退休所内，
刘延平正忙着接求助人的电话。只
听电话那头说：“快过年了，我想给捐
赠人拿点自家地里种的豆子，真的太
感谢他了。”刘延平连忙回道：“什么
都不用拿，让娃好好学习就是对捐赠
人最好的感谢。”

今年 47 岁的刘延平是土生土长的
商洛人。1998 年 12 月，他退伍后回乡
就业，在单位一直积极工作。工作之
余，他总是通过各种途径关注公益活
动，积极加入公益组织，奉献爱心。

2016 年，热爱骑行的刘延平结识
了一名志同道合的“摩友”——陕西省
慈善协会 1885 公益车队志愿者服务
队负责人高照红。他们不仅兴趣相
投，而且都热爱公益，顺理成章，刘延
平加入了“1885”，负责对接商洛助学
的有关事项，借机开始了“五帮一”公
益助学项目。项目主要采取“5+1”和

“1+1”两种模式助学，“5+1”即 5 户爱
心家庭各出 100 元，用 500 元去帮助

一个孩子解决实际困难；“1+1”模式
是针对特困孩子实行一对一的帮助，
即一户爱心家庭每个月帮扶资金 500
元 帮 助 困 难 家 庭 。 2023 年 到 现 在 ，

“五帮一”公益助学项目在商州和柞水
共帮助 10 人。

然而，一开始人们对刘延平并不
信任，他就制作“1885”标识牌证明自
己身份，并尽可能地通过联系村上、学
校给予需要帮助的孩子帮扶。他总是
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选择在下班之
后、周末、节假日，骑上他的摩托，进行
公益帮扶。

2023 年 6 月，刘延平在彩虹公益
微信群看到一条求助信息。14 岁的赵
某居住在商州区沙河子镇移民搬迁点，
母亲和姐姐都是精神障碍人士，生活无
法自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的父亲
患肺癌不幸离世，赵某的生活面临巨大
困难。刘延平了解到这一信息真实可
靠，立即牵线搭桥，让爱心资助人与求
助人进行直接对接。2023 年 6 月底，
赵某得到了爱心资助。

刘延平说：“回想起初见赵某，孩子
的状态是怯生、害怕、无助的，不肯与人
交流。如今，孩子能够主动与人交流，
性格也逐渐变得开朗，学习在慢慢进
步。我不仅希望孩子在学习上有所提
高，更想对孩子提供关爱，引导孩子逆
境重生，向阳生长。”

但是公益之路坎坷不平，更有很
多不被理解的事情。回忆往事，刘延
平的眼里泛着泪光。之前他将参与公
益活动的照片发布到社交平台，有人
非常不理解，认为他的相片是摆拍，是
在做假公益。甚至有人质疑他自己的
生活都过不好，哪里有能力去帮助别
人。刘延平喜欢拍照，总是习惯性地
想为孩子们留下一两张照片作纪念。
被人误解后，除了群体合照，刘延平就
很少拍照。

风雨之后也会遇见彩虹。刘延平
说：“在做公益的过程中，最开心的事情
是参加彩虹公益，看到老爷子、老太太
抱着照好的相片哈哈一笑，我就打心眼
里开心，我喜欢看见这些美好的画面。”

在公益路上，家里人的态度让刘延
平倍感温暖。他的家人非常支持他，姐
姐、姐夫都不断地鼓励他做公益，希望
他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单位领导对他
更是支持。有一次，单位领导无意间看
到社交平台上一场公益活动的照片，就
发给刘延平，问道：“延平，这是不是你
呀？你的这个假期过得非常有意义。”
家人的理解，领导的认可，都让刘延平
更加坚定参与公益活动。

采访过程中，刘延平多次说道：“我
非常想去帮助更多人，但是我个人能力
有限，只能尽力而为。不过我能帮一个
是一个，哪怕是只能帮助一个学生，也
能够减少一户家庭的困难。”

他也表示，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一
些困难家庭，但是无法给予更大的帮
助，这让他感到非常无助。他希望更
多爱心人士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从点
滴做起、从小事做起，去帮助需要帮助
的孩子们，给予他们希望和勇气。这
便是“春晖使者”刘延平，一个公益路
上的赶路人。

公益路上的“春晖使者”
本报记者 王孝竹 见习记者 孙远飞

1 月 7 日，寒风凛冽。记者来到商
洛市残疾人服务中心六楼，一名正在拖
地的大男孩热情地打招呼道：“你好！
你好！”此时，男孩身后不远处，一名温
婉的女子款款走来，也热情地回应着男
孩的问候。她是商洛慧灵残障人士服
务中心负责人李艳艳。

今 年 是 李 艳 艳 在 商 洛 慧 灵 残 障
人 士 服 务 中 心 工 作 的 第 12 年 ，她 很
欣慰自己能够一直坚持下来。2008
年，22 岁的李艳艳从渭南师范学院毕
业，学美术教育专业的她一直认为自
己会和其他同学一样，成为一名普通
老师。然而，2012 年 9 月，机缘巧合
中李艳艳入职了商洛慧灵残障人士
服 务 中 心 ，开 启 了 她 10 多 年 的 助 残
之 路 。 截 至 2023 年 年 底 ，李 艳 艳 带
领团队服务了 1000 多名智力残障人
士，他们多数来自商洛本地，也有来
自安康、咸阳、西安的，还有来自河南
等外省的。

据李艳艳介绍，商洛慧灵残障人士
服务中心是商洛市残联与西安慧灵智
障人士服务工作站合作的一个专门为
8—40 岁智障人士提供社区化服务的

活动基地。中心于 2011 年 7 月成立，
致力于在商洛地区推动智障人士社区
化服务理念，关注智障人士的生存与发
展，运用丰富的社区资源，为智障青少
年及成人提供真实的学习环境，使他们
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得到
提高，同时帮助他们建立、发展与个人、
家庭、社区之间的良好关系，使他们能
真正融入社区，享受应有的生活乐趣和
平等的权利。

慧灵中心根据学员的情况，施以
不同的援助。一类是通过老师的教
导，家长的关爱教育，学员自身能力
得到提升后，走向社会找到适合自己
的工作，其中有的学会了按摩，能够
自理自己的生活，实现个人价值；第
二类是适龄学员经过训练之后，能够
进入学校随班就读；第三类学员是经
过训练，在情况好转后，可以帮助家
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父母接回
家里，自行照顾。

李艳艳说：“我们的目的就是培养
学员的自主能力，还有与人沟通的能
力。比如你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孩子，
他刚来的时候跟人打招呼不是说‘你

好’，而是去拉扯人的衣服。我们老师
就会一直纠正他，不断地教他，直到他
学会打招呼。”

为了锻炼学员自理能力，老师还会
带着学员走进超市，认识各种各样的商
品。也会让学员走出机构，认识斑马
线、红绿灯，认识环卫工、警察等人群，
这样学员在走出家门后，如果遇到困难
就能够懂得向别人求助。

这些年，李艳艳有快乐也有艰难。
2017 年，由于机构调整运转，员工的工
资 都 发 不 出 来 ，年 底 只 发 了 每 个 月
1480 元的基本工资。一共就 10 个员
工，离职了一大半，让机构差点关门。
一想到还有学员需要照顾和培训，李艳
艳想尽了办法争取项目支持，开展托养
服务，机构才得以存活下来。

2022 年，疫情期间，学员不能回
家 只 能 在 机 构 里 面 待 着 ，让 李 艳 艳
犯 了 难 。 一 共 有 20 多 个 学 员 ，却 只
有 9 名 员 工 ，加 上 两 个 兼 职 和 她 ，一
共就 12 名工作人员。在大家身体不
适 的 情 况 下 ，既 要 关 注 学 员 的 思 想
健 康 ，又 要 关 心 学 员 的 身 体 健 康 。
那段时间，她白天忙着学员的吃喝、

体温监测、核酸采样，晚上只能够在
沙 发 上 休 息 坚 守 ，坚 持 了 半 个 月 才
回了次家。

她说：“我不后悔做这项事业，我
和学员之间是双向奔赴的爱。学员
刘某总喜欢在我开会的时候，将我的
杯子放到饮水机的最高处，给保护起
来 。 有 次 ，工 作 了 一 天 的 我 身 心 疲
惫，坐在办公椅上气喘吁吁，学员吴
某看到我的鞋带开了，立马跑过来帮
我把鞋带给系上了。那一刻，我真的
非常感动，像这种感人的小事情每天
都会在慧灵发生。”

对李艳艳来说，能够坚持下来离不
开家人的支持。父母非常支持她的工
作，他们觉得她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情。她的丈夫偶尔会认为她花了太多
的时间在工作上，忽略了孩子和老人，
周末也不能休息让他心疼。但丈夫也
会陪着她看望学员，“他在唠叨中用行
动支持着我前行。”她说。

前路漫漫，李艳艳希望每个残障人
士的“你好”都有所回应。每个人都伸
出援助之手，捧出一颗爱心，平等看待
他们，给予力所能及的关爱。

用 爱 点 亮 希 望 之 光
本报记者 王孝竹

“大家都叫我‘李队’，我非常喜欢
他们这样叫我。”1 月 10 日，说起商洛
市曙光救援队副队长这个头衔，李文斌
很是自豪。比起他另一个头衔——商
洛市金梓锑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他更喜欢别人称呼他“李队”。

李文斌今年 43 岁，作为副队长，他
主要负责外勤外联工作。而他加入曙
光救援队，纯粹是被救援这项具有使命
感的工作感动了。

他说：“我之前在手机上看到蓝天
救援队救援的消息，队员们拯救生命、
服务社会的事迹深深感染了我。于是，
我在网上搜集商洛救援队的相关信息，

接受了前期的知识学习、技能培训后，
于 2018 年 3 月正式加入了商洛市曙光
救援队。”

入队以来，李文斌参加的任务不
少，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洛南的两次洪
水灾害救援任务。

2020 年 8 月，洛南县遭遇水灾，得
知消息的他带领队员立即出发，进行了
为期 4 天的救援。他作为外勤外联主
要任务是负责物资转运。白天向各个
安置点配送水和食物，面临交通不便、
道路被毁坏的严峻情况，为了保障受灾
群众的生活，他和队员常常一人背上 6
箱方便面，有时要步行 15 至 20 公里才

能将物资到送达安置点。晚上又抓紧
时间转运物资，将各地运到洛南的物资
从车上卸下来再分装，以便第二天能及
时将物资分发到群众手上。

2021 年夏天，洛南发生“7·22”水
灾，李文斌带队员第一时间到达灾区，
进行了 8 天 8 夜的救援。李文斌全面
负责从全省各地来的 260 多名救援队
员的吃、住等问题。忙起来，从早到晚
都在进行物资的转运和调配，不断协
调地方车辆将物资转运到各个安置
点。所有参与救援队员的私家车一直
处于备用状态，保证随时能调配，以最
快的速度将物资送到受灾群众手里。
队员们早出晚归，回到住宿点的时间
也不确定，李文斌为了保证每位救援
队员能够吃上一口热饭、喝上一口热
汤，他自己基本一直处于备战状态，不
管多晚都会为每名队员准备好饭菜，
竭尽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有时只
能休息三四个小时。

他回忆说：“救援任务完成之后，虽
然身体疲惫不堪，但是我的心里无比有
成就感，我无法形容那种帮助了他人带
来的愉悦。”不善言辞的李文斌就这样
默默地用自己的行动筑牢救援任务的
后勤保障线，用一颗爱心温暖他人，并
且乐此不疲。

2022 年疫情期间，李文斌作为商
洛市曙光救援疫情消杀领队，全程参与
50 多次消杀任务，任务对接、发布通
知、集结队员、整理装备、线路规划、后
勤保障等一系列工作他都亲力亲为，和
一线队员共进退。在他的努力下，社会
私企及个人为商洛曙光救援队捐赠防
护服、面罩、N95 口罩、84 消毒液、75%
酒精等物资，缓解了当时消杀任务物资

短缺的问题。他还联合当地志愿者走
进农村基层，通过社会募集、个人自筹
等方式为当地留守儿童及空巢老人送
去了生活必需品，把“曙光红”的温暖和
关怀送到山区。

然而，对于自己的小家，他总是有
亏欠的。“那年快过年的时候，妻子坚守
工作岗位，而我不得不外出执行消杀任
务，只好将孩子独自留在家里。每次回
想起来，我都感觉亏欠了孩子许多。但
是想想我的队友们，谁又不是如此，只
要有任务，都会毫无怨言地执行，只要
群众有需要，都会及时到达。”

救援是一项细致工作。救援前，要
走访群众，搜集相关信息，查清地址、地
形图，做好准备工作。李文斌反复强
调，前期信息收集非常重要，这是保证
救援任务的前提，准确的信息能够让他
们抓住黄金救援时机展开救援，从而减
少群众的损失。每次任务完成以后，他
都会与队员一起探讨，总结经验，反思
不足。他说：“我是个行动派，不太善于
表达。我认为救援队伍靠的是担当，拼
的是技能，考验的是团队协作。不管是
前方救援还是后勤保障，都需要彼此相
互配合，形成团队协同的合力，这样才
能保证我们的队伍在群众需要的时候
拿得出，干得好。”

李文斌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用实际行动带动了身边多名
有志青年加入商洛市曙光救援队，参与
各类公益活动。救援队员们并非生来
无畏，但是在危急时刻，他们总是以勇
毅的身影逆行出征，传递人间的温暖与
善意，为更多人托起“生命之舟”，撑起

“平安之伞”，成为灾难面前默默守护民
众的一抹“曙光红”。

守护群众的“曙光红”
本报记者 王孝竹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孙远飞）1 月 23 日，镇安县政协在县城中心广
场举行“情系环卫工·冬日送温暖”暨“暖心同行·关爱母亲”志愿服务活
动。镇安县政协志愿服务队志愿者、马华慈善基金志愿者、中国狮子联会
陕西省启航服务队志愿者、环卫工代表等 200多人参加了活动。

环卫工人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苦和累换来了城市的净和美。同样默
默奉献的还有母亲，面对生活的困难，母亲总是坚定信心、自立自强，为儿
女辛勤地操劳。他们为建设生态康养文明幸福镇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隆冬时节，镇安县政协组织开展冬日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既是对
环卫工人和各位母亲的慰问，更是呼吁社会各界伸出关爱之手，奉献大爱
真情。本次活动慰问了 170 名环卫工人和 110 名困难母亲，向环卫工人
和困难母亲发放围巾、米、面、油等物资价值 3.6 万元，为 110 名困难母亲
发放慰问金 5.5万元。

活动的开展体现了各级各部门对困难家庭、弱势群体的关心关爱，营
造了尊重劳动、关爱母亲的良好社会风尚。镇安县充分发挥政协优势，凝
聚各界力量，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为镇安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赋能添彩。

镇安集中慰问环卫工人

本报讯 （通讯员 彭建文）“这些志愿者不仅给我们送慰问品还给
我们演节目，有这么多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关心我们老人，我感到很高兴。”
商州区中心敬老院 73岁的老人任根回说。

1月 21日，陕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汤氏慈善基金会、欧美同学基
金会、浙江省志汇公益发展中心爱心组织在商州区开展“衣爱之名 情暖
万家”2024年新春冬衣发放活动。

当天，慈善组织为商州区中心敬老院、麻街镇敬老院集中供养老人送
去 200 套棉衣，为老人们送上寒冬的温暖。老年大学艺术团为商州区中
心敬老院带来了秦腔《看女》《三娘教子》等精彩演出，赢得了老人们阵阵
掌声。

“这次活动不仅给敬老院的老人带来了温暖，我们也从中学习了孝
道。”志愿者王霞说，“发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会更加
增进志愿者的奉献意识、责任意识，传递更多正能量。”

慈善组织给老人送温暖

1月23日，陕西省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合山阳县爱心公益志
愿者协会，在山阳县色河铺镇花栗沟小学开展“情系山区绽放爱心”志愿
服务活动，为学校34名留守儿童送去了图书、饭盒、洗衣液、手套、围巾、
足球、篮球等。 （本报记者 方 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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