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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不曾想到，在江苏外企做了7年工
程师，有着稳定收入的“85后”白亮，2017
年回到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的老家，干起了和此前工作毫无关联的“养
老”工作。

时光飞逝，又是一个7年，这7年间，白
亮成立了民和县利民养老健康保健服务中
心，全身心扑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助
老敬老、扶弱济困，既是“夕阳红”群体的温
情守护者，也是孝老爱亲精神的践行者与
示范者。如今的白亮已然成为民和县备受
赞誉的“青海好人”。

冬日清晨，笔者走进民和县川口镇金塔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温暖的阳光透过落地
窗洒在房间，老人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这
里，开始按摩、聊天、晒太阳。

白亮在走廊中忙碌地穿梭着，一会儿查
看设施设备，一会儿问问老人的身体，一会
儿和老人聊天，一会儿又叮嘱工作人员做
好服务。老人们被他的耐心细致打动，脸上
洋溢着和蔼慈祥的笑容。

马玉芳老人是这里的“常客”，白亮时
常关照她，让她心里倍感温暖。马玉芳感慨
地说：“这个小伙子人好，对我们老人有耐
心，做事又细致入微，这里的每个工作人员
都很好，我几乎天天来这儿。”

临近中午，老人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来到餐厅，自觉排队盛饭，马玉芳和同伴坐
到一起，夸赞着美味的饭菜，老人你一言我
一语，聊得很开心。

“来这里这么多年，每天的饭菜不重样。”
“是啊，你看厨房里，又干净又卫生，吃

着也放心。”
“每天2元钱，我们能吃到这么可口的

饭菜，真的很满意。”
…………
白亮向笔者介绍，金塔社区是一个搬迁

安置小区，人口基数大，老人也多，来日间
照料中心的多为低保户老人。而他服务的
远不止这些老人，还有在家的失能老人、孤

寡老人。
创业之初，白亮带着刚入行的护工走乡

串户宣传“养老服务”。可当时，年轻人对
“居家养老”概念懵懂无知，老人也难以接
受上门服务。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手拿政府
文件挨家挨户耐心讲解，免费帮老人打扫
卫生，即便如此，服务的接受程度依旧不容
乐观。

“说心里话，我也曾后悔过！”从外企到
西北偏远地区，从工程师到养老服务，白亮
没有做过对比，但服务得不到大众认可，这
让他一度心灰意冷。

在创业的数年里，白亮的足迹遍布民和
县的各个乡镇、翻越了无数座未曾涉足的
大山，走过了一条条未曾踏足的道路。最
终，他坚守住了心中的信念。

“孝老爱亲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既
然我选择了养老行业，就必然要坚定地
走下去。”

终于，人们逐渐接纳了养老服务这一全
新理念，一传十，十传百，民和县利民养老
健康保健服务中心的护理员逐渐增多，服
务的乡镇面积也逐渐扩大，成为民和县坚
持至今的两个养老社会组织之一。

“我的父母也老了，看着这些老人，就
仿佛看到了未来自己年迈的父母。既然从
事养老服务，就一定要把服务做好。”

为打造高质量养老服务机构，让老人享
受更专业的服务，白亮定期组织护理人员
开展照护服务培训，为护理人员统一配备
按摩仪、康复理疗仪、血压计、血氧仪、拔罐
器具、中药熏蒸包等康复理疗服务器具，极
大地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不仅如此，2018年，白亮凭借自己在外
企积累的工作经验，自主研发了“利民智慧
养老”信息平台，可在线上实时监管服务过
程，让老人更安心。

2020年至2021年，白亮带领团队发布
了《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系统规范》《利民
智慧养老工作服务流程》等32个企业标准，

为推广智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奠
定了坚实的标准化、规范化基础。

“白主任对老人尽心尽力，真心实意
地为老人着想，一心只为让老人们能够安
享晚年，幸福养老，他是我在这个行业的
引路人。”利民养老健康保健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邓香妮说，白亮对老人很有爱心和
责任心。

她告诉笔者，有一年松树乡一位护工到
老人家中服务，结果发现这位70多岁的老
人上厕所时不小心掉进茅坑被卡住，幸得
护工及时发现并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否
则后果不堪设想。

因这起事件，白亮启动了每月一次的
“空巢独居老人探访”工作，这本不是他的
常规服务范围，但他始终坚持至今。

2023年，为进一步解决社区老年人用
餐难的问题，白亮率先在民和县两个社区
开展“敬老幸福食堂”，满足老年人就近用
餐需求，让老人“食”有所依。截至目前，幸
福食堂已累计接待老人用餐15000人次。

每至逢年过节，白亮都会带领团队慰问
探访孤寡、残疾、贫困、高龄老人，坚持在民
和县10余个农村互助幸福院和日间照料中
心，为老年人提供爱心餐、文艺演出、公益
讲座，多次组织邀请文工团、县老年人艺术
团深入农村、社区义演。

累计慰问探访孤寡困难老人8000余
人次，提供爱心餐、文艺演出、公益讲座等
活动1000余场，为4500余名高龄、空巢、
独居、残疾等特殊困难老人提供居家照料
和康复理疗服务约120万人次，筹资32.4
万元为失聪、行动和生活有困难的老人发
放助听器、轮椅等辅助器具和生活用品，
647人次受益，累计发放各类爱心物资价
值60余万元……

日积月累的付出，日益增多的数据，在
白亮眼中，只是“敬老、爱老、助老”的职责
所在，他说：“我是党员，要有责任担当，每
个人都会变老，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13年前，他响应学校号召，主动接
下江苏省宿迁中学新疆部负责人这份

“苦差事”。
13年来，他带领新疆部教师集体学

说维吾尔语、学跳新疆舞，用实际行动与
少数民族学生打成一片。

他传授书法、创办校内刊物，激发少
数民族学生汉语写作的积极性，让他们通
过一笔一画领略汉字之美、感悟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他精心策划“励志卓越之旅”“感恩
回馈之旅”“包容看海之旅”“珍爱和平之
旅”，让少数民族学子真正实现“躬行”于
祖国山川。

…………
2024 年 9 月，他被党中央、国务院

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
号。他就是江苏省宿迁中学新疆部主
任黄朝松。

真情化雨“润花蕊”

援疆工作一直是我国一项重要战略。
2011年，宿迁市委、市政府积极响应党中
央、国务院作出的教育援疆的重大战略决
策，正式在江苏省宿迁中学创办新疆部。
次年8月，黄朝松接下了这份重担，成为
该部负责人。

在首批新疆学生中，维吾尔族学生
超过八成，学习普通话难度大，交流成
了大问题。

主动出击打破“沟通之墙”。为了拉近
与少数民族学子之间的距离，黄朝松带领
新疆部教师集体“开小灶”，共同学习维吾
尔语、学跳新疆舞。经过一个多月的“补
习”，少数民族学子主动接纳了他们，并主
动向教师们寻求帮助。

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维吾
尔族的百科全书《突厥语大词典》……黄
朝松指着这些泛黄的书籍告诉笔者，正是
这些书籍打开了他对新疆的“认知门”，也
由此叩开了少数民族学子的“心门”。

于是，在校园长廊中，常看到他与
学生促膝谈心的身影；在社团活动中，
常听到他对学生鼓励的话语；在教室、
食堂、宿舍中，常见到他与学生共学、共
餐、共宿。

“我是一名思想政治课教师，我更
加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
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种在学生心田。为
此，我以国学为基，通过开设书法社团，
让少数民族学子能够真正写好方块字，
做好中国人。”黄朝松说，新疆部已先后
创办了书法、象棋、舞蹈、绘画等 20 个
国学社团。

朵朵花开“向阳生”

在黄朝松眼中，这些远道而来的孩
子，就像天山上的雪、赛里木湖的水一样
纯洁、纯粹。13年来，黄朝松以校为家、
倾注所有。

他带头实施全员“导师制”结对活
动，让每个学生思想、学习、生活、身体和
心理等各方面都能得到教师全方位的关
爱：在春节期间，他与少数民族学子一起
写春联、贴春联、包饺子、吃团圆饭；在闲
暇时，他把困难学子接到家中同吃、同
住，给予支持鼓励。

“到宿迁求学感觉很安心，黄爷爷的
陪伴和关怀让我感觉很温暖。”新疆部高
二（2）班学生米合尔哈依说。

13年来，黄朝松累计送出十届20个
班 850 余名毕业生，本科上线率超过
90%。他与792名毕业生保持联系，时常
留意着他们的动态，给予他们关心和支
持。在少数民族学子眼中，虽然“黄爸爸”
变成了“黄爷爷”，但是他的爱一直都在。

籽籽同心“结硕果”

民族团结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久
久为功、持续创新。

如何让少数民族学子真正融入宿迁，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交
融共进？这是黄朝松一直在思考的课题。

带着这个课题，黄朝松一直在探索。
“不能让孩子们‘困在’课本里，要引导

他们走出去。”于是，黄朝松精心策划一次
又一次研学之旅。例如，去看一次大海，培
养学生们的包容精神；去参观一次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引导学生
们铭记历史、感恩奋进；去游览一次项王故
里景区，让学生们沉浸式感受西楚文化的
魅力。

“走出去并不是随便走，而是向着明
确的目标出发。”黄朝松说，这些活动都是
在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真正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种
在他们心中。

13年来，在黄朝松的带领下，江苏省
宿迁中学新疆部开展了一系列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活动，助力民族团结和谐稳定发
展，建成了“红石榴之家”工作室，成功创
建省级课程基地，获评“红石榴家园”精品
单位。

如今，黄朝松和新疆部的教师们依然
在探索嵌入式学习生活路径，让民族团结
的种子生根发芽，让一朵朵“石榴花”绽放
在宿迁大地。

40多年来，湖南省隆回县六都寨镇
星星村村医曾玉萍为本村的文化、卫生
事业付出了许多，村里人称她为“活雷
锋”，曾先后获得“全国优秀乡村医生”

“湖南省优秀女共产党员”“湖南省道德
模范”和“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
称号。

曾玉萍四十多年如一日，视病人为
亲人，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痛
病人之所痛，哪里有呼唤，就奔向哪里。
无论风霜雨雪，无论白天黑夜，无论老
幼贫富，她总是随喊随到，不讲价钱，不
提条件。她放弃丰厚报酬，谢绝别人去
城里办医院的邀请，留在条件简陋的村
级卫生室服务远近乡亲，累计接诊乡亲
超过10万人次。

今年68岁的曾玉萍，从小生活在星
星村，21岁被村里派到外面学习医疗技
术。曾玉萍作出承诺——“一辈子在星星
村当赤脚医生，一辈子为星星村的乡亲
服务”，学成后，她遵守承诺，回到家乡当
起了“赤脚医生”。在她看来，“没有比治
病救人更重要的事情”，只要是治病、救
人的事，她总是随喊随到。1980年出嫁
的那天，曾玉萍正欢欢喜喜地在家里打
扮，村头的王大姐却跑来让她去看家里
孩子的病，曾玉萍想都没想，也顾不上吉
不吉利，扯下盖头就奔王大姐家去了。结

果接亲的炮仗都放到家门口了，可新娘
子却出诊未归。好不容易出亲到了夫家，
但没来得及拜堂就又因紧急情况背起药
箱往村民家里跑——村民阳树高的胃病
又犯了。阳树高住在河对门，河上没有
桥，为了抢时间，曾玉萍来不及脱掉婚
纱，蹚着河水跑到了阳树高家。最后，病
人好了，婚礼却泡汤了。

村里的五保老人都是她送的终：双
目失明的阳素莲老人晚年患了急性肠
胃炎，全身屎尿，她始终像亲闺女一样
守护床前，为阳素莲打针喂药，洗衣抹
身。右腿股骨骨折的魏三姑老人不便下
床，她端屎端尿整整服侍了两个多月。
患乳腺癌的贺黄珍老人身上又腥又臭，
她天天上门喂饭、打针。贺黄珍老人弥
留之际拉着曾玉萍的手说：“好闺女，你
是世上少有的好人。”

为村民健康服务的同时，曾玉萍热心
村集体事业，先后当选为村支书、村妇女
主任。她连续20多年自掏腰包举办“村
晚”，组织村里的男女老少自编自演，丰富
山村文化生活；她带头修建水泥路、清洁
池，绿化、美化、洁化庭院，建设美丽星星
村；以“妇女之家”为平台，通过开展“平安
家庭”“文明卫生家庭”“好婆婆”“好媳妇”

“好邻居”等评选活动，引领广大农妇弘扬
文明新风，学习创业本领。

在安徽宣城，有这样一个人，带动一群
人温暖一座城；在安徽宣城，有这样一个
人，24年前他只身一人做公益，24年后发展
了一个560人的爱心团体，个人累计志愿服
务时长6万多小时，传递爱心感动着身边
人。他就是宣城市青年志愿者爱心车队队
长丁云海。

走进宣州区国鑫大桥下1800平方米的
爱心车队办公场所，进门右手第一间，是丁
云海最引以为豪的地方，满墙100多面锦旗
映入眼帘，每一面锦旗都讲述着一个爱心
的故事。在会议室里，近100个奖牌是丁云
海和他的爱心团队奋斗与努力的见证。丁
云海先后获得了安徽省年度学雷锋志愿服
务十佳志愿者、“安徽好人”等多个荣誉。

爱心送考
“绿丝带”助力学子梦想起航

今年51岁的丁云海，是宣州区洪林镇
棋盘村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1996年，为了
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他来到城区
学开货车，跟着师傅跑新疆到广州下海南，
常年走南闯北与家人聚少离多。

2001年，丁云海为改变这种常年奔波
在外面的生活，贷款买了一台夏利车，在宣
城开始跑出租。2002年7月7日早晨，丁云
海和往常一样在城区跑出租，车子行驶到
府山广场，偶遇一名小女孩拿着一个塑料
文件袋在路边哭泣，得知她是一名高考生，
因没有打到车去考场着急时，他立马让她
上车，并免费把她送到宣城三中高考点。下
车后，考生感激之情让丁云海久久难以忘
怀，从那一刻起，他的内心就埋下了“爱心
送考”的种子。

从那以后，丁云海每次与其他出租车司
机闲谈时，都会表达自己的愿望。到2004
年，丁云海招募了30名出租车司机组建了

“爱心送考”车队，在中高考期间，把车外的
后视镜系上“绿丝带”，免费为参加考试的
学生进行送考活动。从那时起，每年的中高
考时期，宣城街头巷尾车辆上飘扬的“绿丝
带”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免费接送着一名
又一名考生。

丁云海说：“我没有参加过高考，把‘绿

丝带’公益活动当成了自己参加高考的一
种方式，看到莘莘学子走进考场，心里的
成就感一次次升腾，于是一坚持就是二十
多个年头。”善心在传递，得到帮助的考生
给爱心车队写了一封又一封的感谢信，还
有曾经的受助考生每逢高考季都会在自
己的车上系一条“绿丝带”，接力送考生
……“高考中考都是人生非常重要的时
刻，爱心送考不仅能让考生感受到社会
的爱，也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让更多
人参与到爱心送考中。”丁云海说，这是
一场很生动的爱心传递课。现在，每年中
高考时，除了的哥的姐开展“爱心送考”，
许多考生家长和私家车车主也加入到

“绿丝带”公益活动中。
爱心车队成立20多年来，“绿丝带”公

益活动安全送考行驶里程超过百万公里，
免费接送中、高考学子人数超过十万人次。
在丁云海的带领下，“爱心车队”在2015年
获得了第二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银奖，在2016年获得了中国青年公益创业
大赛银奖。

为了解决爱心车队公益项目资金问题，
丁云海自掏腰包注册了服务公司，开通了

“3030303”服务热线，用“以商养善”模式实
现自我造血功能，20多年来，安全服务人数
超过8千万人次，累计募集公益资金500多
万元，相继培育出失物招领、文明创建、爱
心冰箱、助老助学、救急助困365、爱心上门
等十多个品牌项目。宣城3030303综合便
民服务项目荣获安徽省第五届志愿服务项
目大赛一等奖。

爱心冰箱
盛夏户外劳动者的“清凉”

每到三伏时节，暑气蒸腾，持续的高温天
气给不少户外工作者带来了一定的“烤”验。

2006年，丁云海组织开展“爱心冰箱”
项目，在市区人口密集区设立了7个固定爱
心冰箱点，在盛夏为环卫工人、交警、建筑
工人、出租车驾驶员等户外工作者提供西
瓜、冷饮等降温物品。

令丁云海感动的是，自“爱心冰箱”投
放后，每年盛夏都会迎来一场温馨的“清凉

接力”。“有时候矿泉水告急，我们就会发布
求助视频，就不断有人联系我要捐款捐水，
还有爱心人士悄悄往冰箱里放矿泉水，很
多次我们第二天来加水的时候，发现冰箱
竟然都装满了。”

2022年7月18日，宣城市第十一小学
五年级的同班同学程鑫鹏和吴皓轩两位小
朋友，每人捐出1500元压岁钱，在市区西林
名都小区南大门一家酒店门口设立一台

“爱心冰箱”。
原来前几天12岁的程鑫鹏看到宣城市

青年志愿者爱心车队在宣城市区一些场所
放置爱心冰箱，免费向户外工作者提供矿
泉水、饮料、西瓜等，他告诉爸爸妈妈自己
也想搞一个“爱心冰箱”，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程鑫鹏很快就和好朋友吴皓轩分享了
自己的想法，两个小朋友一拍即合拿出自
己压岁钱。

“爱心冰箱”设立以来，上演了很多暖
心故事，一名中年男子将自己亲手制作的
冰粥塞到冰箱内，便迅速离开；一群百度外
卖的骑士，拎着2箱矿泉水，悄悄放在补给
站内；一个大姐常常在家熬好绿豆汤，特地
送来，等等。盛夏时节环卫工吴怀帮“熟门
熟路”地走到“爱心冰箱”，取了瓶水喝。“自
己从‘爱心冰箱’里拿过不少水，平时我们
都是带大水杯，到路边店家倒水喝，夏天喝
水量大，老去倒也不好意思。”吴怀帮说，现
在喝水方便多了。不仅如此，盛夏时节，丁
云海还突破了传统定点送清凉模式，增加
了流动的爱心冰箱，为偏远郊区环卫工、志
愿者、抗洪抢险一线人员等免费送去防暑
降温物品。

“爱心冰箱”活动现在已升级为“团团
爱心驿站”志愿服务项目。截至目前，市区
共有8个“爱心冰箱”投放点，包括7个固定
地点、1个“流动投放点”，累计服务各行业
的户外工作者超过20万人次。“希望有更多
爱心人士加入我们的队伍。”丁云海说，为
盛夏时节环卫工人、警察、城管、工人、外卖
小哥等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冷饮、西瓜
等，这些可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
一点点善意汇聚起来，也能形成爱的河流，
带来爱的传递，为我们的城市增添更多幸
福的味道。

红石榴花开映宿迁
——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获得者黄朝松

◎ 裴凌曼马凌峰欧怡娜

温情守护“夕阳红”
——记2024年诚实守信“青海好人”白亮

◎ 牛玉娇

用爱摆渡 满城春风
——记安徽宣城市青年志愿者爱心车队队长丁云海

◎ 宋本金

一句话 一辈子
——“赤脚医生”曾玉萍40多年服务百姓

◎ 罗理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