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冶像邢清莲一样的“夕阳红”

离退休志愿者在湘雅医院还有

20多个，他们穿着红马甲，奔忙
于各个楼层，不仅可以快速导

诊，还可以根据患者症状做到精

准分诊。

雷锋家乡，好人满城。

一个个红马甲，穿梭于三湘

大地的街头巷尾，在寒冬时节，

带来暖意。

近年来，湖南积极推动志愿

服务实践与学雷锋活动融合，开

展了一系列有特色、有亮点、有

创新的志愿服务活动，全省志愿

者人数达 1530余万名，志愿服
务团队达 7.7万个。

群众在哪里
志愿服务就到哪里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我

们。”这是三湘大地志愿者们的

共同宣言。

今年 7月，湖南岳阳市华容
县团洲乡团北村团洲垸洞庭湖

一线堤防发生决口，造成垸区被

淹。

“我们抵达团洲乡时，天已

经黑了。来不及吃晚饭，就直奔

抗洪一线帮助转移受灾群众。”

益阳市红十字新华救援队队长

赵新华得到消息后，立即向市红

十字会报备，迅速集结 30人、4
车、6艇，从益阳、沅江、桃江 3地
出发，紧急驰援团洲乡。

“我会方言，让我来负责现

场的人员协调”“最新的一批物

资已经运到安置点门口了，我们

来帮忙分发”……

接下来的救援，大量志愿者

涌现在了大堤上。

今年以来，湖南组织动员志

愿服务力量积极有序参加防汛

抗灾，3860 余个志愿服务组织、
30余万名志愿者主动请缨，逆向
而行，成为打赢防汛抗灾攻坚战

的重要力量。

“群众在哪里，志愿服务就

到哪里！”

当下，湖南已基本形成横向

覆盖各行业系统、纵向贯通市县

乡村的志愿服务组织体系，“每

5 名湖南人中就有 1 名志愿
者”，红马甲的身影，早已布满三

湘大地。

线上+线下平台
让志愿服务更贴心

近年来，湖南加快健全志愿

服务动员、供给、队伍、阵地、文

化、保障等六大体系，不断构建

适应时代要求、具有湖湘特色的

志愿服务体系，健全志愿服务工

作机制，并建立了志愿服务网，

开通省、市、县三级管理权限，实

现志愿者招募、注册、培训、服务

记录、时长统计、表彰激励等功

能的信息化管理。

“平时没事就会登录看看，

只要时间允许，我就会报名参加

志愿活动，通过活动结识了一帮

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志愿者肖

卫东介绍，在志愿服务网上可以

随时随地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报

名、服务打卡等。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搭建志愿服务供需对接平

台，让志愿服务更‘贴心’。”湖南

志愿服务组织联合会信息中心

许正兵介绍，通过线上平台收集

整理志愿者的服务意向、专业技

能等信息以及受助者的需求信

息，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精

准匹配，线下则在社区、乡镇等

地设立志愿服务供需对接站、雷

锋志愿服务岗，定期收集和发布

志愿服务项目信息，供需对接更

精准了。

如何让志愿者们更加积极

主动提供志愿服务，湖南还探索

制定了激励措施。

“这个‘湖南雷锋志愿者

证’，不仅仅是荣誉，还有实实在

在的好处呢。”首批申领“湖南雷

锋志愿者证”的王丽华开心地向

记者“炫耀”，“凭证可以兼享保

险保障、金融服务优惠、公共交

通优惠等专属礼遇权益，同事们

都挺羡慕。”

目前，湖南已有服务时长排

名靠前的 1100 名持证志愿者、
470个志愿服务团队获赠专属奖
励回馈。

打造特色品牌
激发志愿服务活力

一个个志愿服务品牌，不断

提升志愿服务水准。

“青少年心理问题越来越受

到关注，希望能摸索出行之有效

的方法，缓解同学们的焦虑。”长

沙市望城区雷锋志愿服务促进

中心主任廖志军表示，去年以

来，雷锋家乡望城推出志愿品牌

“校外雷锋辅导员”项目，获得湖

南省第七届“雷锋杯”青年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我们开展特色课程，除了

对青少年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外，

还会讲述雷锋等英雄模范故事，

正向激励青少年向榜样学习。”

校外雷锋辅导员刘晓云是雷锋

精神研究会副秘书长，他向记者

介绍，特色课程包含组织开展沙

盘游戏和绘画游戏、宣讲励志故

事、陪伴青少年快乐成长等，以

班级为单位开展志愿服务。

“通过孩子们的画作、游戏

表现，我们会对他们的性格有个

初步判断，然后通过不断沟通交

流，让孩子们能敞开心扉，增加

获得感和认同感。”刘晓云说。

如今，“校外雷锋辅导员”志

愿者队伍不断壮大，不仅刘晓

云、卢阳等具有教育教学实践经

验、从事儿童健康教育的专家加

入志愿者队伍，“当代雷锋”庄仕

华、全国学雷锋标兵龙凡将军等

榜样模范也成为了特邀志愿者。

雷锋红，“锋”靡湖南；生态

绿，遍布三湘。

“这些年，我走遍了可可西

里的长江源、黄河源，探访了湘

资沅澧的四水九源，记录了很多

水系的源头和尾闾。”刘科是长

沙绿色卫士浏阳河大队的一名

志愿者，也是一名生态摄影师，

从 2010 年开始，用影像记录着
家乡河流的故事和变化。

2020 年刘科入选“美丽中
国，我是行动者”百名最美生态

环保志愿者，2021年获得绿色湘
军杰出人物称号。

“作为‘绿色卫士’的一员，

我希望用影像这种直观的力量

来推动大众对环境的知情权，推

动环境长效改善。”刘科说。

刘科所在的“绿色卫士生态

环境志愿服务队”，充分发挥“监

督”“守望”“记录”“传播”“民间

河长”作用，致力生态环境志愿

服务，先后涌现出了朱再保、李

剑志、杨梅等全国百名最美生态

环保志愿者先进典型，激励了数

万公众投身环保事业。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

的标志，也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

群众贡献智慧力量，创造美好生

活，实现奋斗目标的生动实践。”

湖南省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陈雪

楚表示，接下来湖南将提升志愿

服务队伍专业素质，强化志愿服

务与社会工作全面融合，加强权

益保障和嘉奖，激励更多的人投

身于志愿服务事业。

渊据人民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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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大地志愿野红冶

野水源地环保志愿者南水北调中线行冶活动收官
近日，“水源地环保志愿者

南水北调中线行”最后一站北京

站活动，在北京市团城湖举行。

至此，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水护

水节水”接力行动圆满收官。

今年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通水十周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自 2014年 12 月 12 日一期工程
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供

水超过 660亿立方米，惠及京津
冀豫沿线 26个大中城市、190多
个县（市、区）、1.08亿人口。

一泓清水永续北送，离不开

水源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

“46万丹江口人，人人都是‘守井
人’。”在北京站活动现场，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湖北

十堰丹江口市副市长陈红说，

“10年来，丹江口市积极践行“两
山”转化理念，始终坚持守水护

水节水的重大历史使命，大力推

进生态建设，积极开展志愿者服

务活动，不仅山更青了、水更绿

了，而且环境更美了”。

据介绍，如今的丹江口市，

随处可见守水护水节水的标语。

目前，全市已设立 361 个志愿服
务组织，注册志愿者 8.9万人。近
年来，这个市的环保志愿者们积

极投身于水源地生态保护工作，

默默守护一方蓝天碧水。

当天，来自丹江口市的环保志

愿者代表分享了志愿者守水护水

节水的故事。志愿者代表孙小平赞

美丹江口市志愿者们说：“他们是

那样平凡，平凡得就像浩瀚丹江口

水库的一滴水；然而，他们又是那

样伟大，用自己辛勤的汗水，默默

讲述着南水北调绵延千里却又心

心相连的动人故事。”

“我们将继续弘扬志愿服务

精神，带动更多人自觉守水护水

节水，让‘人人争做环保志愿者、

人人争当最美守井人’理念成为

46万丹江口市民的共同行动，在
建设绿色低碳发展新水都的大

地上星火燎原。”丹江口市环保

志愿者刘卉卉说。

团城湖明渠是南水北调中

线总干渠的最末端。来自北京市

的环保志愿者在团城湖这个特

殊地方分享了自己守水护水节

水的感悟。王涛是北京市西城区

城市管理工作者、北京五星级志

愿者。2006年 5月，王涛牵头成

立北京绿色啄木鸟志愿服务中

心，如今，“绿色啄木鸟”成员数

量达 6000多人。2023年 12月，
北京与十堰成立京堰环保志愿

联盟，王涛受邀成为京堰环保志

愿联盟北京区域联络人。

京堰环保志愿联盟成立后，

王涛积极动员水源地与受水区

志愿者共同开展爱水节水护水

志愿服务活动，先后组织“周末

十堰环保行”“京堰环保志愿者

连线”“清河之洲”等一系列主题

活动。王涛坚持每周走进社区、

学校宣讲，引导更多北京市民深

入十堰感受优美的生态环境，珍

惜水资源，保护水资源。

“北京市民现在喝的丹江

水，口感甘洌清甜，和从前大不

一样了。希望未来两地继续把守

水护水、节水爱水融入到日常生

活中。”王涛说，希望自己能成为

一座桥梁，帮助更多北京市民了

解十堰，让两地群众共同努力为

一库碧水北送贡献力量。

活动中，来自湖北和北京的

志愿者们共同宣读了“中线守水

护水节水联盟”誓词。丹江口市

守水护水志愿者代表将象征着

责任与担当的“源头水”传递给

北京市环保志愿者，完成守水护

水志愿精神接力传递。

渊据新华网冤

志愿者刘科渊右冤正在给孩子们分享野水冶的故事

“我做志愿者 4年了，没想到退休后还能发挥余热，挺开心的。”今年 74岁的邢清莲阿

姨数年前从湘雅医院胸外科护理部退休，现在是医院“夕阳红”离退休志愿者服务

队的一员。每天早上七点左右，她就到了医院，指导病人如何挂号、去哪个诊室看诊、在哪做检

查、如何拿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