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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不休“红袖章”汇聚
大能量

在汕头广厦街道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手戴红袖章，不为名利，
不计报酬，用自己的善心和行动
帮助关心别人，他们就是广厦街
道“五老”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
他们利用各自所长，发挥余热，温
暖了乡亲邻里，成为了社区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宣传文明创建、清理卫生死
角……社区的大事小事，只要有
需要，都会出现“五老”志愿者们
忙碌的身影。

周末一早，70多岁的张伯照
例出去巡街。在看到街区路中央歪
歪倒倒摆放了几辆共享电单车后，
这位老人像往常一样，用手机拍下
照片上传到微信群。很快，街道文
明创建办联系运营商，通过“巡
查-处理-反馈”机制解决了问题。

“手边事手边做，这是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做的，我做的不过都是些小
事情。”张伯说，每位“五老”志愿
者都有一颗守护城市文明的心。

广厦街道依托“i汕头志愿者
之家”平台，成立了“五老”志愿者
文明巡查队。每天一早，文明巡查
队成员们就会佩戴上红袖章，穿

梭在街头巷尾。他们凭借丰富的
生活经验、敏锐的洞察力，认真寻
找发现社区中的不文明现象：对
于一些易解决的问题，志愿者们
身体力行进行清理整改；对于检
查难点、顽疾等依靠个人能力不
能解决的问题，则上传至工作群，
由工作人员汇总上报，交由责任
单位解决。

“在督查中经常会发现一些
问题，比如汽车乱停放、随处粘贴
小广告、基础设施破损等，我们会
第一时间把这些问题整理反馈给
群里的工作人员，再由工作人员
反馈给街道。当看到一个个问题
及时得到解决后，心里感到很开
心。”“五老”志愿者黄婶如是说。

以情动人“小广播”传递
和谐音

“社区居民请注意，讲卫生、多
喝水，健康习惯要牢记……”在广
厦社区，你总能听到这样的温馨提
示。这是“五老”志愿者通过移动

“小广播”，走街串巷流动播报科普
知识、新政策、居家防疫常识等。

“看着老人每天拖着小喇叭，
走街串巷，真的觉得他们很辛苦，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配合呢？”刚下
班回来的居民小张说。每次遇到

“小广播”，他都会放慢脚步，用心
听一听。在小张看来，“小广播”内
容贴近居民生活，很接地气，非常
实用。

此外，街道工作人员还特意
制作了“疫苗接种宣传”音频，供

“五老”志愿者们在移动“小广播”
中播放宣传，借此提高社区居民
群众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意识。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
期，社区“小喇叭”更深入人心，既
传递出抗疫最强音，又带给居民
满满的正能量。

老有所乐“银发族”创造
新生活

近年来，广厦街道大力繁荣
社区文化，让老人们在老有所养
的基础上，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在红荔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经
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舞台上
的大叔们用曲锣、二胡、扬琴等
传统乐器演奏出激昂的曲调，穿
着表演服饰的阿姨们应声高唱，
台下掌声阵阵。这是红荔社区老
年人协会开展的传统曲艺传授
交流会，出于对潮剧的热爱，“五
老”们自发聚集起来，相互学习
切磋，兴趣队伍日渐庞大，观众
也越来越多。

“活到老，学到老”，广厦街道
“五老”志愿者服务队成员们并不
因为自己的年龄而对新知识望而
却步，而是将空闲时间利用起来，
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创造出
丰富多彩的生活。

弹乐器、唱潮曲……早上的
红荔园老年人活动中心，老人们
如约而至，他们精神矍铄，载歌
载舞。“五老”志愿者服务队以传
统戏曲传授和传统技艺推广为
特色，将传承传统文化和志愿者
服务结合起来，利用周末闲暇时
间开展戏曲的传授和乐器的教
学，受众也从单一的老年团体拓
展到各个年龄段的社区居民。

如今，“五老”志愿者已成为
文明城市创建的生力军。金霞街
道碧霞社区有一群“大妈”志愿
者穿行在大街小巷，挨家挨户发
放文明经营宣传资料，劝导商户
落实好“门前三包”政策。“我们
碧霞大妈队每天规定时间段在
社区内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积极
劝导商户落实‘门前三包’。对摩
托车、汽车乱停乱放，垃圾杂物
堆放等不文明现象进行劝诫。”
碧霞社区老年人文明创建志愿
队负责人林韩薇说，“大家共同
努力，把家园清洁干净了，一起
享受文明创建成果。”

汕头“五老”志愿者发挥余热——

甘于奉献不言老
陈文兰 郭诗莹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于8月23日至25日在重庆举行。活动期间，重庆400余名志愿者活
跃在各个服务岗位上，这些志愿者大多是在读大学生，他们身着蓝色上衣，被与会人员亲切地称为“蓝精灵”。图为8月25日，志愿者们在重庆国
际博览中心中央大厅登录处进行志愿服务。 孙凯芳 摄

在陕西西安碑林区菊花园味
之郎餐饮店内，墙上挂着一块醒
目的牌子：凡80岁以上的孤寡老
人，凭社区有效证明，支付1元即
可在本店享用爱心套餐。自2008
年推出“1元爱心餐”以来，何卓远
从未停止过他的公益之路。

一个人温暖一座城

2004年，来自广东清远的小
伙子何卓远和哥哥在古城西安开
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饮店。2008年
的一天，何卓远发现有一位老奶
奶每次都是过了饭点客人少了才
来。一番闲聊后，何卓远得知这位
名叫崔育英的客人是一位孤寡老
人，因无人照料只能靠政府的低
保过日子。何卓远免去了老人的
餐费，然而自尊心很强的崔育英
老人却坚决不同意。同家人商量
后何卓远决定，以后只要崔奶奶
来吃饭，无论点什么菜都只收她
一元钱。遇到崔奶奶生病或者天

气恶劣的时候，何卓远就吩咐员
工为她送饭上门，逢年过节还会
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一起吃饭，直
到2018年崔奶奶去世。

此后，为了帮助更多孤寡老
人，何卓远干脆在餐馆门口挂了
一块醒目的牌子，并推出“一元爱
心套餐”：凡80岁以上的孤寡老
人，凭社区有效证明支付1元即
可在本店享用爱心套餐。考虑到
老人的饮食习惯和健康问题，何
卓远还细心地按照营养标准为老
人订制了三款不同的套餐，任凭
老人挑选。

2012年，爱心套餐引起社会
的广泛关注后，何卓远开始推行

“一元关爱计划”，号召更多商家积
极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为孤寡老
人提供就近便捷的服务。各行各业
的爱心人士纷纷参与其中，先后涌
现出“一元就餐”“一元剪发”“一元
买药”“一元洗脚”“一元打的”“一
元洗澡”“一元看病”“一元体检”

“一元摄影”等爱心项目。

一个人影响一群人

“别着急，慢慢喝，你们辛苦
了！”何卓远热情地招呼着前来
取用酸梅汤的环卫工人。餐厅门
口的爱心冰箱内有矿泉水和酸
梅汤等饮品，冰箱旁贴着印有

“助力十四运，清凉你我他”字
样的海报，冰箱一侧张贴着“做
公益我们一路同行，环卫工人、
警察、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免费取
用……”的文字。

“环卫工人们很辛苦，每天都
在用自己的汗水扮靓西安；为了
防疫，很多医护工作者投入一线；
烈日下交警维护交通秩序，致敬
这些可亲可敬的人，设置爱心冰
箱的初心是希望利用店铺的空闲
冰箱为需要的人提供便利。”何卓
远怀着感恩的心情介绍道。

在何卓远的影响下，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到这个活动中来。看
到有这么多好心人为爱心冰箱捐

赠饮品，他便大胆地在整个西安
市内发起“爱心冰箱”公益行动，
在他的带动下，西安市已有多家
店铺加入到此项公益活动中，共
同维护着这个“爱心冰箱”。

榜样的力量总是潜移默化
的。在何卓远的影响下，餐厅的员
工都会自发给孤寡老人送饭、买
药，每周为老人打扫卫生，他们同
何卓远一起用行动诠释着“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美德，深深
地温暖着古城人的心。

8月 16日，何卓远作为碑林
区优秀志愿者代表参加十四运会
和残特奥会火炬传递活动。“这次
得到政府和民众认可，推荐我参
加火炬传递是无比的荣耀和荣
幸，未来的日子里我要把这种精
神能量传递下去，把这次传递火
炬的热情和激情一直延续下去，
在公益路上继续发光发热，影响
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将
这条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公益路
进行到底。”何卓远坚定地说。

何卓远：用“一元爱心”扬大爱暖古城
熊岚

桂林七星区：大手拉小手
社区文明氛围浓

本报讯（陈静）清理卫生死角、
将路边的共享单车摆放整齐、对不
文明现象进行劝导……8月 26日
上午，广西桂林七星区东江街道社
山桥社区党委联合社区团委，组织
社区老党员和少先队员开展“大手
拉小手”志愿服务活动。老党员和
孩子们携手用实际行动，为巩固桂
林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助力添彩。

活动中，大家拿着扫把、铁钳、
垃圾袋，在社区沿街路段清扫垃圾、
树叶。太阳火辣，老党员和孩子们很
快就满头大汗，但依然干劲十足，有
的孩子还和好朋友比赛“看谁捡的
垃圾多”。在大家的带动下，周围群
众也纷纷加入到志愿服务活动中。

“这里不能停车，要把车停在
线内。”志愿者一边引导附近居民
文明停车，一边发放宣传资料，倡
导大家讲文明、树新风、懂礼貌，自
觉履行文明礼仪，为巩固文明城市
创建成果贡献一份力量。

社区居委会主任周翠花介绍，
此次志愿服务活动丰富了未成年人
的社会实践，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群
众的环卫意识，动员更多家庭、市民
参与到文明城市巩固工作中来。

“祖国你好，祖国
你好，你的儿女都在为
你祈祷，愿你家家快乐
人人幸福，甜蜜蜜的好
日子欢欢笑笑……”近
日，甘肃省武威市民勤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利用文化大篷车为
大滩镇群众送去了文
化大餐、精神食粮。

据了解，民勤县
“百姓舞台车”志愿服
务项目成立于2019年
6月，由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发起实施，该
项目充分发挥文化大
篷车的“流动舞台车”
优势作用，着眼于推动
优质资源下沉，结合开
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活动，组织志愿者
定期在镇村巡回开展
理论宣讲、政策宣传、
科技服务、健康指导、
文艺演出等服务活动，
将文明实践的触角延
伸到最基层。

“结合乡村振兴，
着眼凝聚群众、引导群
众，以文化人、成风化
俗，利用文化大篷车为
群众送去精神食粮，充
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
基层群众的关心，把温
暖 送 到 老 百 姓 的 心
坎。”民勤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办公室干部张莉介绍说。

“一年年奔波忙碌，满头白发染
绿了万亩沙丘。啊！大漠治沙人，茫
茫尘世你把平凡写成伟大……”一
首《大漠治沙人》让在座的群众无不
动容。一部民勤志，半部治沙史。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启动以
来，民勤县立足县情，组织广大干部
群众和志愿者积极参与压沙造林活
动，争当压沙造林“播绿者”。

“参与防沙治沙，只是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的一个缩影，我们
以志愿服务为抓手调动各方力量，
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党的
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文化
生活，着力打通宣传群众、服务群
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民勤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办公室副主任李爱琴介绍说。

据了解，民勤县以群众满意为
标准，形成了“乡里乡亲·小善大爱”

“我当一天环卫工人”“法在身边”
“守护美丽民勤”等一批接地气、有
特色、影响大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品牌项目，组建了“新乡贤”“巾帼爱
心”“生态环保”“平安镇村”等530
多支志愿服务队，灵活建立志愿服
务小分队，开展政策、法律、疫情防
控、文明乡风等宣传活动，引导群众
参与乡村振兴、生态治理、城市美
化、家风传承等。同时，在全省率先
设立“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打造

“一刻钟服务圈”，切实关爱帮扶困
难群众。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民勤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按照“一月
一主题、一周一活动”要求，开展各
类文化惠民活动20多场次，受益
群众2700多人次。

本报讯（宋祖
锋 华成新）“有了
这本红色存折，我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的积极性更高了！”
近日，山东省青岛
市即墨区潮海街道
腾马社区党员宋文
明领到了一本特殊
的存折，存折里存
的不是钱，而是积
分。他表示这本“红
色存折”既是党员
身份的象征，更是
对党员参与组织生
活和社区志愿服务
的鞭策与鼓励。

据了解，为扎
实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践行“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
腾马社区党委推出

“红色存折”，给辖
区112名在职党员
发 放 了“ 红 色 存
折”，通过“红色存
折”引导党员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用
实际行动为群众办
好事、办实事。

所谓“红色存
折”，就是社区党
组织推出的一项党
员积分管理机制，
社 区 党 委 制 定
《“红色存折”管理
办法》，明确评分
事项及积分标准，
在职党员每参加一
次志愿服务活动都
将转化为贡献分存
进“红色存折”，累
计积分达到一定标
准后就可以到社区

兑换相应的物品。社区党委
设专人对积分进行登记，并
定期在社区居民工作群和党
务公开栏中“晒一晒积分”

“比一比存款”“亮一亮工
作”，激发党员参与社区工
作、积极为群众办实事的热
情，促使党员将“红色积分”
转化为工作动力。

“我们全方位记录每位党
员参与主题党日、学习强国平
台学习、志愿服务等情况并量
化赋分，定期汇总，通过积分
评比出优秀党员并给予表彰。
同时，针对参加组织生活较
少、志愿服务活动少、先锋模
范作用发挥还不够的党员，社
区党委书记及时提醒，进一步
强化党委对党员的动态监督
管理，从而有力促进社区党建
工作标准化、规范化。”青岛市
即墨区潮海街道腾马社区党
委书记王璐璐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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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是文明城

市 创 建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在广东省汕头市，有

这 样 一 个 志 愿 服 务 群

体，由离退休老干部、老

战士、老教师、老专家、

老模范“五老”组成，他

们积极参与文明实践工

作，是社区的好管家、城

市文明的巡逻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