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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VOLUNTEERING

资源力量野聚合器冶

一栋 60 多年的老楼内，几
名来自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

限公司的关爱队义工正在给麻

先生家安装卫浴扶手。听说卫生

间有些漏水，他们又特意增涂了

一圈防水涂料。走廊里摆放着这

些专业人士带来的两大车工具。

荃湾区杨屋道老旧楼宇多、

基层家庭多，本区关爱队成立约

一年来已帮助近 200 户进行过
家居维修。一天之内，大家就要

跑 10 多家，换灯泡、装门铃、修
电线……需求不一而足。

麻太太说，先生 80多岁了，近
来走路都颤颤的，好怕他上厕所时

跌倒。“多谢你们！你们好棒！”

“别客气，您看着我长大的

啊。”家住本区的队长、荃湾区区

议员伍俊瑜说。小时候，性格内

向的他，通过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而逐渐变得开朗，建立起对社区

的深厚感情。

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2022
年曾在其竞选政纲中提出在各

区设立关爱队，就任后在当年的

施政报告中落实。每支队伍服务

期 2年，由 8至 12名义务服务的

队员组成，获特区政府 80万至
120万港元不等的经费资助。

得知消息后，伍俊瑜立即着

手组建队伍并成功中标。团队成

员是他在多年义工经历中结识

的热心人士，包括教师、律师、公

益机构人士等，可以结合区情提

供多样化服务。他们广泛吸纳义

工，更有相关企业作为伙伴团体

给予支持。

“我做义工三四年了。在关

爱队的整合统筹下，我们最多时

一天维修了几十户。”该队义工、

中建香港工作人员李俊佳说，有

了关爱队，过去零散的社区志愿

服务变得更为系统、集中、有规

划，因而质量更好、效率更高。

社情民意野连心桥冶

狮子山脚下，沙田区博康邨

内绿树成荫。不过，去年 9月，一
场狂风暴雨令树倒枝断，优美的

环境瞬间一片狼藉。

当天风势稍减后，博康关爱

队队长、沙田区区议员郭宣彤就

和队员出门巡查。他们一边记录

损毁状况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一

边打电话动员区内义工。

“八号风球”刚一取消，七八

名义工立即加入善后队伍。大家

先合力把几条主干道上横跨的

残枝挪走，然后分头扫除落叶、

清理杂物、摆好公交站牌。

“那是我第一次集合团队的

力量进行灾后修复。”此前已有四

五年社区工作经验的郭宣彤回

忆，队员们在清理时，很多路过的

居民都向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近来，郭宣彤又有了更大的

动力：在服务中发现共性问题，

反馈给特区政府，助力基层治理

的优化健全。比如，在协助处理

火灾、失窃等突发紧急事故时，

队员们会对受损者的种种个性

化需求加以记录总结，以便关爱

队更好发挥弹性机制来解决问

题，也为特区政府完善规制化服

务提供参考。

“相信居民给予我们的信任

就是给予特区政府的信任。”郭宣

彤说，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关爱

队就是沟通居民与政府的桥梁。

守望相助野爱心网冶

隶属荃湾区的马湾岛美丽

而宁静：岛上水清沙白，海景辽

阔，不足 1平方公里内住着近 2
万名居民。由于全岛施行交通管

制，岛上老人就近看病只能依靠

唯一一家西医诊所，马湾关爱队

成立后最先筹划的服务之一就

是中医义诊。

每月第一个星期四，两位中

医师受邀从岛外前来乡事委员

会坐诊。预先登记的居民们按分

配时段陆续到来；有些老人行动

不便，关爱队成员就上门接送。

在现场，几名义工在入口处

为大家核对个人信息，另外一些

在候诊处协助进行健康检查。许

多关爱队成员就是岛内街坊，热

络地同等待的老人们聊起家常。

“大家都好热心，对

我们很照顾。”参加

过五六次义诊的杜

绍昭说。

退休前是一名警

察的副队长鲍小伟发

挥自己善于与人沟通

的“专业优势”，忙前

忙后地张罗统筹。看

着热闹而有序的现

场，有过 10多年社区
服务经验的他，感到

“社区如今更像一个

大家庭了”。

在本地企业的资

助下，关爱队在马湾

公众码头上层设立了

一间活动室，弥补岛

上没有社区中心的缺

失。居民们常常相聚于此唱粤剧、

听讲座、聚会谈天。从事金融行业

的队长陈建鸿介绍，他们定期组

织的清洁海滩行动，总能吸引到

大量参与者，令守护家园的环保

活动成了一场邻里间的聚会。

荃湾区区议员、荃湾西关爱

队队长陈晓津介绍，该区各关爱

队义工中超过三分之一为 35岁
以下青年，有效将社区共建共治

共享的理念薪火相传。

今年春节前夕，李家超和大

埔关爱队一起走访了基层家庭，

特区政府计划再增设 10支少数
族裔关爱队。特区政府民政及青

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关爱

队是特区政府提升基层治理效

能的重要举措，可以因地制宜，

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涓涓暖流，浸润人们的心

田，流向辽阔的远方。

渊据新华网冤

野关爱冶暖流涌动香江

“乡亲们，当您看到这封信

时，家乡再次需要您。”7月 2日
晚，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

防汛抗旱指挥部再发“家书”，号

召在外父老乡亲回乡抗洪。这是

继 2020年发布《致江洲在外乡亲
的一封信》后，江洲镇再次发布

倡议。目前，已有不少江洲在外

的村民返乡参与防汛抗洪。

江洲镇四面江水环绕，常住

人口 4000多人，其中多是上了年
纪的人。这里有 34.56千米的圩
堤，防汛压力大。

6月 18日以来，九江市已连
续降水 15天，累计降雨量是往
年同期的两倍多。截至 7月 3日
12 时，长江（九江站）水位 21.75
米，超警戒 1.75 米，目前九江市

江河水位仍在上涨。

今年《致江洲在外乡亲的一

封信》中提到，受上游来水、强降

雨等多重因素影响，江洲镇江河

湖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异常

严峻，区防汛应急响应已从四级

接连提升到一级。镇里调用了全

镇人力、物力、财力用于防汛，千

余名区直党员干部和镇村全体

党员干部 24 小时吃住在堤坝
上，防汛人手严重短缺，人员调

配十分紧张，号召在外乡亲立即

集结，保卫江洲。

看到倡议书后，江洲镇柳洲

村村民李忠元连夜从福建泉州

开了 9个多小时车赶回村里，没
顾上休息，就穿上雨靴，巡堤查

险。李忠元在泉州开了一家电梯

工程公司，2020年江洲发生洪灾
时，李忠元也是这样被家乡的一

封倡议书召回。

柳洲村党支部书记涂祁龙

告诉记者，前一晚，地里的水稻、

棉花、玉米被一米多深的水浸

淹，一些村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

损毁。倡议书发布后仅一晚，就

有 20多位乡亲从上海、福建、江
西景德镇等地返乡防汛。

“对于回乡抗洪这件事，乡

亲们都很上心。”李忠元说。1998
年，九江发生特大洪灾时，他的

家曾被洪水淹没。“我们用行动

保卫自己的家园。”李忠元说。

7月 4日下午，记者在江洲渡
口看到，参与防汛工作的村民开

着小车、骑着摩托车赶回镇里，他

们大都来自九江及周边地区。

半个多月的持续性降雨，镇

里水涨得“凶猛”，记者搭乘渡船

来到镇里，一路上看到，江水没

过树冠，水面上漂浮着从上游冲

下来的大量生活垃圾。

23 岁的钟泽宇刚工作半年
多，现在已在坝上待了 7天。长
江（九江站）水位 19 米时，镇里
召开防汛动员大会，第二天他被

派来官场村巡堤，开始几天，哪

个哨所缺人，钟泽宇就去哪里，

每天工作到夜里 1点多。他要对
一段 300多米的堤坝进行巡查，
定时上报险情和受灾情况，内容

细致到“哪个鱼塘的鱼跑了”。

深夜巡查时，钟泽宇会带上

木棍和手电筒，要是有蛇从草丛

里出来，可以用来驱赶。这几天，

他和哨所值班同事挨家挨户上

门查看村里老人的情况，动员外

出村民回乡防汛。

几天前，江洲镇制订了度汛

方案，按照四级防汛体系，钟泽

宇和哨所值班同事正有序开展

工作，根据水位情况，每个防汛

哨所都配备了相应物资。

6月 27日以来，看着明显上
涨的水位，00后村干部王宇有些
焦虑，直到最近两天，水位涨速

放缓，他才稍稍安心。

据江洲镇镇长汪子峰介绍，

这几年，江洲镇花大力气治“洪

病”“涝病”。一方面，加固了引水

面的土坝，加高了坝身；另一方

面，对堤基、堤身进行防渗处理，

沿堤新建了排灌站，用于排内

涝。“人员不足，部分人员长时间

巡堤查险过于疲劳，是目前防汛

的难点，所以我们呼吁在外乡亲

返乡防汛。”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返乡防汛 保卫江洲

截至 7月 13日 18时袁约有 4100余名江洲人返乡抗洪

探访 9万户基层家庭袁提供 9000多次支援服务袁举办 3000多
项地区活动袁 协助处理突发紧急事故 200余次噎噎这是自

去年第三季度全面启动以来约 8个月间袁香港 18区 452支地区服务
及关爱队伍渊关爱队冤交出的成绩单遥

数字的背后袁 是市民千万个需求与关爱队一次次充满细心与耐
心的服务遥 作为新生的社会服务体系袁 关爱队旨在凝聚各方资源力
量袁支援地区工作尧加强地区网络遥在香江袁一股股以野关爱冶为名的暖
流袁正在将温暖与力量注入每一个角落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