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3 话 题 2024年12月5日 星期四 编辑 黄祎鸣 版式 刘英卉 校对 任超

编者按：

今天是第 39 个国际志愿者日，活动主题为“贡献志愿力

量 创造美好生活”。在这一天，我们要向所有无私奉献的志愿

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问候。

志愿者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背景，但都怀揣着一

颗炽热的心，用行动诠释着爱与奉献。他们奔赴在各个领域，

在社区服务中传递温暖，在环保行动中守护自然……他们的

身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之一。

让我们以志愿者为榜样，弘扬志愿服务精神，积极投身志

愿服务活动，用自己的点滴行动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让关

爱与互助在社会不断传递、延续，共同书写奉献爱心、服务社

会的温暖篇章。

在社会的舞台上，有这样一群特殊而又令人
敬佩的身影，他们虽已满头银发，却依然怀揣着热
情与奉献精神，积极投身于志愿服务之中，他们就
是银龄志愿者。这些银龄志愿者以自己的行动诠
释着老有所为的深刻内涵，展现出了别样的风采
与价值。

“多年来，大家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利用
所学所长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向社会传递正能
量，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老年人的精神风貌。”今年
重阳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银龄行动”老年志
愿者代表回信，对他们发挥专长、回报社会的高尚
情怀和奉献精神作出高度评价。

银龄志愿者的出现，是对老龄化社会的一种
积极回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的数量
不断增加，如何让老年人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实现
自身价值，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课题。银龄志愿
者们主动站出来，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年龄并不是
限制，老年人依然可以为社会作出贡献。他们参与
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如社区服务、关爱儿童、环保
行动等，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也为社会带来了
温暖和正能量。

银龄志愿者凭借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专业知
识，在志愿服务中发挥着独特的优势。他们中的许
多人曾经在各自的领域中积累了深厚的专业素
养，退休后将这些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志愿服务中，
为他人提供帮助和指导。比如，一些曾经从事教育

工作的老人可以担任青少年的辅导老师，传授知
识和经验；一些有着医疗背景的老人可以参与义
诊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和服务。他们的
经验和智慧就像宝藏一样，在志愿服务中得到了
充分发挥和利用，为社会创造了宝贵的价值。

银龄志愿者的行动也为社会树立了良好的榜
样。他们用自己的坚持和奉献，向年轻人展示了什
么是责任和担当，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到志愿服
务中来。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年轻人也更加关注
老年人的需求，尊重和关爱老年人，促进了代际之
间的和谐与融合。同时，银龄志愿者的精神也感染
着整个社会，让人们看到了奉献的力量和意义，推
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

对于银龄志愿者来说，参与志愿服务也是一
种自我实现和自我提升的过程。通过志愿服务，他
们可以继续与社会保持联系，结交新朋友，丰富自
己的精神世界。志愿服务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学
习和成长的过程，他们可以接触到新的事物和观
念，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思维方式。此外，参与志愿
服务还能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增强
自信心和幸福感。这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收获，是任
何物质财富都无法替代的。

然而，要让银龄志愿者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
老有所为，还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支持和努力。首
先，政府应该加强对银龄志愿者的重视和引导，制
定相关政策和措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

障。比如，建立健全银龄志愿者的组织和管理体
系，提供培训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服务能力和水
平；为银龄志愿者购买保险，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
等。同时，政府也应该加大对志愿服务的宣传和推
广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鼓励更多的老年人
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

社会组织也应该积极发挥作用，为银龄志愿
者搭建平台，提供更多的志愿服务机会。社会组织
可以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和需求，开发适合他们的
志愿服务项目，组织开展各种活动，让银龄志愿者
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社会组织还
可以加强与政府、企业等各方的合作，整合资源，
为银龄志愿者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作为个体，我们也应该尊重和支持银龄志愿
者的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关心和关爱老年
人，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当我们看
到银龄志愿者在行动时，要给予他们鼓励和赞美，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同时，我们也应
该积极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与银龄志愿者一起
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银龄志愿者是老龄化社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老有所为的深刻内
涵。让我们共同关注和支持银龄志愿者的发展，为
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让他们在志愿服务
中绽放出更加绚烂的余晖，为构建和谐美好的社
会贡献力量。

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这是系统部署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
系的第一份中央文件，对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
体系、促进志愿服务事业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被誉
为“温暖人间的最美风景”。广大志愿者心怀良善
传播大爱，用实际行动诠释“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在应急救援、大型赛会和国
家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时代精神文
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不断写下浓墨重彩的注脚，持
续释放着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志愿服务保障和
支持，不断发展壮大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伍。当前，
如何提高志愿服务的参与率、活跃度，推进志愿服
务事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各地正积极破解的重要
课题。

《意见》围绕健全志愿服务动员体系、供给体
系、组织体系、阵地体系、文化体系、支援保障体系
等，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这些措施亮点多、目
标实，既为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又提供了坚强保障。

无规矩不成方圆。规范化是志愿服务事业发
展的基础和前提。《意见》十次提及“规范”一词，为
健全服务体系指明了正确方向和路径。比如，在

“主要目标”中，明确提出制度体系要“科学规范”；
志愿服务队伍要“管理规范”，释放了扎实推进志
愿服务规范化的强烈信号。

《意见》还提出“坚持引导发展和规范管理并
重，指导志愿服务组织完善内部治理”，要求“完善
志愿者招募、注册制度，制定行为准则、服务规
范”，并强调“规范使用志愿服务标识”等，全方位
提升志愿服务规范化水平，推动志愿服务组织健
康有序发展。

专业化是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关
键所在。现实中，一些志愿者在提供志愿服务时面
临被拒绝、遭投诉等尴尬。究其原因，其中重要一
条，就是部分志愿者虽有热心但不“懂行”，服务水
平与现实需求不匹配。此次《意见》在专业化建设
方面作出了针对性部署，如提出“建立与国家和地
方综合性、专业性队伍共训共练机制，强化应急协
同效能。”“吸纳更多专业人才，发展专业性组织，
提高志愿服务专业化程度。”还要求引导各领域志
愿者“利用专业特长为社会作贡献”，等等，这样的

悉心安排，不仅能有效呵护志愿者的热情，更有助
于促进志愿服务质效不断增强。

“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必要的激励保障
措施是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助推器”。《意见》强
调，从“完善发展政策”“注重权益保障”“强化激励
褒奖”“提供法治支撑”四个方面，健全坚实有力的
志愿服务支持保障体系，并提出“完善以精神激励
为主的褒奖机制”“健全星级认定制度”“把志愿服
务作为相关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等具体要求，推
出这些暖心举措，激励更多的人投身志愿服务。

与此同时，《意见》还提出“注重权益保障”，要
求为志愿者提供物资设备、安全保障及相应保险
等，着力为志愿服务创造更优环境，让广大志愿者
能够无后顾之忧地“轻松上阵”，聚精会神地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

《意见》一经公布，就在全社会引发热议。相信
随着各项细则、措施的逐步落地，志愿服务之花在
中华大地上定能绽放得更加灿烂。愿更多的人都
能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积极践行志愿服务精
神，主动帮助他人、奉献爱心，让志愿服务之光更
加闪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持续提
供强大精神力量。

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具有深
远的意义，它能够引领青少年培养一系列良好的习
惯，对他们的未来发展产生积极且持久的影响。

例如，2023年年底，北京亦庄实验中学的“旧校
服循环使用计划”志愿服务项目，荣获“2023首都中
学生志愿服务示范项目”。“旧校服循环使用计划”的
缘起，来自校园里两大方面的需求，一是失物招领处
的旧校服累计数百件，怎样处理成为大难题；二是同
学们有日常穿着校服的需求，青少年身体发育快，尺
码的频繁更换，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家庭经济压力，同
时，青少年是良好习惯养成的重要时期，需要建立环
保意识，培养节约习惯，宣传节能减排，还可以锻炼
劳动技能。

鉴于以上需求，“旧校服循环使用计划”应运而
生，打通中间环节，为广大学生群体提供服务。不仅
可以宣传环保理念，提高共建节约型社会的认知，而

且助力志愿者在项目中获得收获和成长。
参与志愿服务项目可以培养青少年的责任

感。当他们投身于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行动中
时，会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于他人和整个社
会的重要性。这种责任感会促使他们更加认真地
对待自己所承担的任务，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逐渐
养成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习惯。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
精心引导和栽培。在志愿服务活动中，他们需要
与其他志愿者相互协作、配合，共同为了实现目
标而努力。通过交流与合作，让青少年学会倾听
他人意见、尊重团队成员，从而培养出良好的团
队合作习惯。此外，志愿服务还能让青少年养成
关爱他人的习惯。在帮助困难群体、关心社会问
题的过程中，他们的内心会变得更加柔软和善
良，懂得理解他人的困难和需求。这种关爱他人

的习惯会伴随他们成长，使他们成为有爱心、有
温度的人。

为了更好地以志愿服务项目引领青少年培
养良好习惯，我们需要提供更多丰富多样的志愿
服务机会，让青少年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进行选择。同时，要加强对青少年志愿者的培训
和指导，帮助他们提升服务技能和综合素质。学
校、家庭和社会也应共同努力，鼓励和支持青少
年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氛围和
条件。

志愿服务项目是引领青少年培养良好习惯的
有效途径。通过参与志愿服务，青少年能够在责任
感、团队合作、关爱他人等方面得到锻炼和提升，为
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成为对社会有贡
献的优秀人才。让我们共同重视和推动志愿服务在
青少年中的开展，助力他们茁壮成长。

风采篇
老有所为，绽放“夕阳红”

◎ 文荣

政策篇
激发志愿服务热情，持续释放向上向善力量

◎ 杨维立

经验篇
让志愿服务项目引领校园文明新风尚

◎ 杨一雄

点燃爱心与责任的火炬
《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

见》指出，到2035年，基本形成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协同高效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
作体系，志愿队伍素质过硬、管理规范，服
务领域不断扩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助力
经济社会发展作用更加突显；阵地网络覆
盖广泛、布局合理，制度保障更加有力；志
愿服务国际合作交流深入发展；志愿服务
社会参与率、活跃度大幅提高，全社会责任
意识、奉献意识普遍增强，志愿服务成为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志。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把志
愿服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陆续出台
了一系列法规、文件，推动我国志愿服务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截至2022年年底，
我国注册志愿者已达2.32亿，组建了135万
支志愿服务队伍，志愿项目总数1010万个，
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超过52亿小时。我国的志
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已成为国家治理、社会
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的重要力量。

志愿服务是人民群众自我组织、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方式，在发展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存在机制不健全、参与面不广，
专业性不足、标准不统一、服务不规范、活
动不持续等问题，需不断加强对志愿服务
工作的探索、研究。

进入新时代，中国志愿服务事业快速
发展，要推动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必须深
入把握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业发展规律，
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对志愿服务的新要求，
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打好

规范志愿服务的“组合拳”，让志愿服务行
稳致远。

树立法治护航志愿服务意识，积极推
进志愿服务立法，推动有关部门制定实施
细则，明晰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主体的法律
责任，加强志愿服务标准和规范的研究制
定，维护志愿者的权益，完善激励机制，打
击以志愿服务为名从事非法活动，为志愿
服务事业提供法律支持与保障。

建立健全志愿服务工作协调机制，统
筹好党委、政府各部门的力量，构建分工协
作、联动高效的工作格局。大力发展志愿服
务队伍，壮大力量，更好把志愿者和志愿服
务组织团结凝聚起来。发挥好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的力量，广泛开展党员志愿服务，让
党旗在志愿服务第一线高高飘扬。加大资
金支持力度，通过政府财政投入、社会捐助
等形式，提供经费保障。

准确把握群众急难愁盼，把满足需求
与引领需求结合起来，推广菜单式服务，实
现供需双向互动、精准匹配。强化志愿服务
与数字技术融合，优化服务方式，实现志愿
服务常态化、便利化、精准化。加强志愿者
专业技能培训，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
质量。

志愿服务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
脉相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新
时代志愿服务需要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传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志愿服务的实践育
人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中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

志愿服务与社区建设紧密相连，相辅
相成。志愿服务在社区发展和邻里关系改
善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是构
建和谐、温馨社区的关键力量。

志愿服务对社区发展的推动首先体现
在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上。志愿者们凭借各
自的技能和热情，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帮
助，如义务家教、医疗咨询、法律援助等。
这些服务不仅满足了居民们不同的需求，
也提高了社区整体的生活质量。通过志愿
服务，一些原本难以得到满足的需求得到
了关注和解决，让社区居民感受到实实在
在的便利和温暖，从而增强了对社区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

在社区建设中，志愿服务还能促进资
源的有效整合和合理利用。志愿者们往往
能够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
财力等，将这些资源汇聚到社区中，用于改
善社区环境、建设公共设施等。例如，志愿
者们可以组织社区清洁活动，改善社区的
卫生环境；可以发起公益募捐，为社区添置
必要的设备和器材。这种资源的整合和利
用，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也为社区
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志愿服务对邻里关系的改善有着显著
的效果。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居民们有更
多的机会相互了解、相互交流，打破了现代
社会中邻里之间的陌生和隔阂。志愿者们
组织的各种活动，如社区聚会、文化活动
等，为居民们创造了轻松愉快的交流氛围，
让大家能够更好地沟通和互动。通过这些
互动，邻里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亲密起来，
形成了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良好氛围。

同时，志愿服务也培养了居民们的责
任意识和团队精神。当大家共同参与志愿

服务活动时，会逐渐意识到自己是社区的
一份子，有责任为社区的发展贡献力量。这
种责任意识会促使居民们更加关心社区事
务，积极参与社区建设。而在团队合作的过
程中，居民们学会了相互协作、相互支持，
这种团队精神也会延伸到日常生活中，进
一步促进邻里关系的和谐。

此外，志愿服务还能增强社区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当居民们看到志愿者们无私
奉献的精神和实际行动时，会受到感染和
鼓舞，从而也愿意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
中来。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到志愿服务中，
会让社区变得更加团结和有活力。这种凝
聚力和向心力不仅有助于解决社区面临的
各种问题，也为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发挥志愿服务在社区建设
中的推动作用，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志
愿服务的支持和引导。政府和社会组织应
该加大对志愿服务的投入力度，提供必要
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志愿者的服务能力和
水平。同时，要建立健全志愿服务的激励机
制，对表现突出的志愿者进行表彰和奖励，
激发更多人的参与热情。社区也应该积极
为志愿服务创造条件，搭建平台，让志愿者
们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志愿服务在社区发展和邻里关系改善
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让社区变得
更加美好、和谐，让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加亲
密、融洽。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志愿服务的
重要性，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共同为建
设美好的社区家园而努力。让我们携手共
进，通过志愿服务，为社区建设注入源源不
断的活力和动力，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
未来。

探索篇
打好规范志愿服务的“组合拳”

◎ 钱立功

发展篇
携手共进，共创美好

◎ 刘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