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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志愿服务网 同频共振促文明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线行·大厂篇

7

“傻大妮”的爱心守护
对话河北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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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薛惠娟

“学会化一个淡妆，需要多长时间”
“5天培训，不仅教化妆，还教怎么搭配衣
服”……日前，在大厂回族自治县职教中
心的一间培训室里，廊坊市一家化妆学校
老师朱晓静，正在为30名学员上课。

这是一期5天的化妆培训课，30名学
员来自全县各单位、村镇。“全县居民
只要有需求，都可以报名参加免费培
训。”该县职教中心老师何菲介绍，作
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教育服务平
台，学校面向全县居民，以志愿服务
形式免费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截至目前，该中心已开展了春季果
树管理、手工艺品制作、制冷设备维护
维修技能、影视后期剪辑等专业技能培
训，培训各类人员1500余名。

2019年10月，大厂回族自治县被确
定为全国第二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
点县。该县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盘活打
通资源平台，建成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和5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71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构建起“一县一中心、一
镇一所、一村一站”三级设置。

群众有什么需求，新时代文明实践
阵地就延伸到哪里，新时代文明实践就
跟进到哪里。大厂精心打造了10余个特
色平台，织密县域志愿服务网，实现多
平台、多阵地同频共振促文明。

县级中心层面，依托县民族宫和道
德养成馆打造理论宣讲平台，依托县职
教中心资源打造教育服务平台，依托大
厂评剧歌舞团、大厂影视小镇和大厂景
泰蓝基地打造文化服务平台，依托科技
馆打造科技科普服务平台，县城新增12
个体育健身点，依托五环公园、健康公
园等打造健康与体育服务平台。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 的
主体力量是志愿者，主要活动方式是志
愿服务。

大厂以县级志愿服务总队为中心，
组建了横向覆盖各行业系统、纵向贯通
县镇村的志愿服务组织体系，组建了理

论政策宣讲、文化文艺、助学支教等8支
常备志愿服务支队，非遗传承、影视培
训、专业人才培训等15支特色志愿服务
支队，各村组建志愿服务大队。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全县新增志愿
服务队伍 326 支，注册志愿者 5.1 万人，
开展1557个志愿服务项目。

百姓有需求，志愿者有回应。该县
以“爱上大厂”手机 App 为依托开发了
志愿服务组织管理系统“文明超市”，策
划推出一批志愿服务活动，实现群众

“点单”、志愿者“接单”。
在“文明超市”，每天都会上架不同

主题的志愿活动，涉及文明创建、交通
引导、感谢师恩、帮扶贫困儿童等。
“‘文明超市’集合了志愿服务资源，
也提供了平台让更多的人加入志愿者队
伍。”大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工
作人员黄蕾介绍，目前，有困难找志愿
者、有时间做志愿者已蔚然成风。

日前，陈府镇刘各庄志愿服务大队
在该“超市”内发起了消防安全小常识

宣传活动志愿者招募，已经招募200余名
志愿者。

针对基层阵地“运行难”、志愿者服
务“下沉难”、乡风文明“提升难”等痛
点，该县制定了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志愿者激
励礼遇办法，保障志愿服务制度化、常
态化。

每月开展一次特色志愿服务项目，
全年围绕“我们的节日”开展主题性志
愿服务项目，因地制宜开展经常性志愿
服务活动，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全县打
造了一系列志愿服务品牌，“赵德平说
戏”“满有爱心”“爱心公益牵手”……
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带动了越来越多的
村民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

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
县各所、站发起志愿服务项目700余个，
利用微信课堂、视频等方式，宣讲抗击
疫情知识，传播科技知识，推广复工复
产经验。

□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 张淑会
河北日报通讯员 韩富强

11 月 23 日，天气已有些寒意，但阳
光正好。上午9时半，曲周县康乐养老中
心的老人们吃过早饭，在护工陪同下到院
子里晒太阳。

郭令霞和往常一样，乐呵呵走到老人
跟前拉家常，问他们早饭吃得好不好，衣
服穿得暖不暖，叮嘱护工按时给老人
服药。

“妮儿，你咋也不穿个袄？”“快来，
大娘给你暖暖手！”……老人们拉着郭令
霞的手，眼里满是疼爱——他们心底里早
就认定了这个“闺女”。

记者：当年是什么促使您选择做公
益的？

郭令霞：小时候，我们家里条件不
好，挨过很多饿，吃过不少苦，但经常有
亲朋好友关心和帮助。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父
母总是教育我要自强独立，要学会感恩。
我医学院校毕业后，2003 年开始创业，
开药房、办诊所和养老院，日子也一天天
好起来。

每当看到穷苦人家，我就会想起自己
小时候。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只要遇到
特别困难的乡亲，就会尽力帮他们。减免
医药费用，照顾孤寡老人，帮助流浪儿
童、残疾儿童……从未间断过。

记者：我们注意到，养老中心的老人
们都特别喜欢您，您是怎么做到的？

郭令霞：康乐养老中心分前后两院。
前院是中医医院，后院是养老中心，现在
住着 218 名老人，其中有 50 多名孤寡老
人，29 名五保老人。有不少老人是我亲
自带回来的。

2014 年，我下乡义诊时，得知村里有
一对老夫妻生病卧床好几年，生活非常困
难。义诊结束后，我悄悄去了老人家里。

院子里长满了荒草，房子特别破旧。
推开门进屋，又乱又暗，老人躺在床上，
看上去非常虚弱。当时，我的眼泪忍不住
地往下滚，毫不犹豫地决定把他们接到养
老中心，好好照顾他们。我实在看不了老
人受苦的样子。

平时只要一有空闲，我就会扎进老人

堆，了解他们的脾气秉性，倾听他们的
“家长里短”。有的老人比较敏感，当子女
们交不上养老费时，就有点怯怯的，不愿
见我……这时候，我会陪他们聊天，像哄
小孩一样给他们喂饭，带他们在院子里
走，劝他们不要有太多的顾虑。

我觉得，只要带着爱心、耐心、责任
心去照顾老人，老人肯定能够感受到你的
真心。

记者：老人们都喊您“闺女”，但也
有不少人说您是个“傻大妮”，您怎么看？

郭令霞：有件事我印象深刻。每个老
人过生日，我们都会为他们买蛋糕庆祝。
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回来，到院里聊天时，
一个老人悄悄扯住我的衣角，把我领到他
屋里。“闺女，我给你留了块蛋糕，快来
尝尝……”原来是老人几天前过生日分蛋
糕时，没找到我，就特意给我留了一块。
看着那已有些变质的蛋糕，我的泪水在眼
里直打转。

我把老人都当作自己的亲人，他们自
然喊我闺女。

这些年来，我给老人们减免医药费和
养老费，给他们免费提供毛巾、香皂、卫
生纸、衣被等日常生活用品。同时，养老
中心里还有一个脑瘫儿童康复室，不仅费
用低廉，还给孩子们准备了免费零食、纸

尿裤、换洗衣服等。
我的朋友们给我算过一笔账，养老中

心的收费标准并不高，按我现在的做法，
一年下来救助孤寡老人、流浪儿童、困难
群众的费用少说也有几十万。他们不明白
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所以喊我“傻大妮”。

记者：17 年来，您遇到过困难吗？
有没有想过放弃？

郭令霞：说真的，这条路并不好走。尤
其是前些年，丈夫觉得我把挣的钱都用给
了别人，心里没有家人和孩子。我帮助过的
人，甚至也认为我另有所图。除了这些“不
理解”，资金短缺是最大困难，我经常手里
拿着一把“欠条”，不知道向谁要账。

曾经有段时间，我经常躲着家人哭，
不断问自己“还要不要干？能不能坚
持？”但静下心来想想，老人们的需求很
简单，干净的床位，一日三餐，有人陪，
有地方看病就知足了。如果我不帮助他们
了，可能很多老人就没了依靠。

不过现在我有很多支持，我丈夫每天
都会在网上捐款 20 元，救助困难群众，
已坚持了两年。公婆、母亲和身边好友会
隔三岔五来到养老中心做“义工”，陪老
人聊天，打扫卫生。我特别高兴，也希望
有更多和我一样的“傻大妮”，一起用爱
心来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好人名片

郭令霞，1981 年

出生，邯郸市曲周县康

乐养老中心院长。作

为医生和养老院院长，

她 17年如一日，用爱

心守护弱势群体和困

难群众，先后为200多

个困难家庭免收或减

免医疗费用，深入200

多个贫困户中开展义

诊服务，常年为孤寡老

人、残疾儿童、流浪儿

童提供康复、锻炼、医

疗救治、食宿等力所能

及的帮助和服务。她

还热心充当“红娘”，帮

100 多对青年牵线搭

桥，促成姻缘。

在贫困患者心中，

她是好大夫；在孤寡老

人眼里，她是好闺女；

在流浪儿童和困难家

庭子女心里，她是“好

妈妈”“好大嫂”。但在

亲朋好友看来，她是一

个实实在在的“傻大

妮”。今年9月，她被

评为“河北好人”。她

的家庭也荣获河北省

“最美家庭”称号。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孙彩霞、李宝波） 11月10日，
在邢台市任泽区大屯乡大北东村，民间绘画创作老师王
永法和他的几个徒弟正在一笔一画勾勒垃圾分类“新时
尚”，一幅幅垃圾分类宣传画跃然墙上。

“以前墙面光秃秃的，现在环卫部门邀请专业人员将
垃圾分类图画手绘上墙，既宣传了垃圾分类知识，又美化
了环境，真好。”村民赵阿姨说，每天出门时经过这里，
都会指着墙绘给孩子讲讲有关垃圾分类的知识。

邢台市环卫处通过墙画的形式，将垃圾分类知识送
到居民大门口，让老旧墙面变身“艺术墙体”。在该村一
处长达15米的墙壁上，五彩斑斓的颜料，画着四色垃圾
桶，分别代表着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
垃圾，每个垃圾桶上面都有相应的垃圾种类标志，上面
还写着“人人动手垃圾分类，垃圾处理人人有责”宣传
标语。墙绘活动使垃圾分类知识可观、可学，垃圾分类
绘画上墙彰显了绿色环保新理念、新时尚。

邢台市环卫处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样的公益绘画将
书本、手册上的内容从“纸上”搬到“墙上”，样式美观
大方，不仅提升了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还让村民充分
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让垃圾分类工作实实在在走
进家家户户。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杨继超、刘春雨、张希河）整
洁的街巷，静谧的小湖畔……冬日暖阳映照下的午后，
东光县大单镇小单村的村民们带着孩子，三三两两地聚
拢在房前屋后，享受着惬意的时光。因为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成效显著，大单镇被评为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五星”乡镇，小单村被评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
星”村。

据介绍，为调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东光
县积极探索，在全县实行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分制
考核，五星级管理”模式。目前，已完成了第一次评
选，共评选出“五星”乡镇1个，“五星”村6个、“四
星”村24个、“三星”村26个。接下来，该县还将进行
第二次评选。

“今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收官之年，为全
面系统大力度推进工作落实，营造争先创优的浓厚氛
围，我们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
分制考核，五星级管理’。”东光县人居办有关负责人
说，为此，他们出台了《东光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星
级百分考核办法》，对乡镇通过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
治理、厕所改造等 13 个专项行动进行考核，对村级以

“五清三建”村庄清洁行动为重点，从12个方面进行考
核，科学细化、百分量化，采取听（听取工作汇报）、查
（查看资料）、看（实地现场察看）、访（随机问访干部、
农户、群众）等方式进行评选。

环境大变样，乡风更文明。东光县通过环境整治宣
传文明新风，鼓励群众讲卫生、树新风、除陋习，提高
群众文明卫生意识。“被评上全县的‘五星’村后，大伙
儿共同维护家园环境的劲头儿更足了。”小单村的保洁员
王书芳说。

河北日报讯（记者董琳烨）关
爱残障儿童、孤寡老人，走进特教
学校、敬老院，为他们包饺子、理
发、表演节目；关爱贫困家庭，捐
款捐物，为他们奉献爱心；关爱贫
困学子，每年发放助学金，每逢节
假日到家中慰问……安新县爱心
公益志愿者协会一次次接地气的
志愿服务活动，无不诠释着“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
精神。

安新县爱心公益志愿者协会
现有志愿者 800 余名，累计开展
志愿服务 31920 小时，组织公益
活动300余场，捐赠30万余元物
资。据该协会会长张亚平介绍，协
会的前身是“善美安新志愿者协
会”，2014 年 12 月开始发起爱心
人士开展公益活动，2016年更名
为“安新县爱心公益志愿者协
会”，并正式启动“走进乡村服务
百姓活动”。志愿者们带着面粉、
食用油、大米等生活物品走进安
新县安新镇大赵庄，给贫困户挨
家挨户送去温暖与关怀，免费为
村民理发、检查身体，并对卧病在
床和年迈的老人进行上门服务，
受到村民们的广泛欢迎。

“协会志愿者都是利用周末
时间，深入乡村，常态化开展志愿
服务，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爱延
伸到山区，把志愿服务精神发扬
光大。”张亚平说，这几年，志愿者
们走遍安新、涞源、易县、阜平、涞
水等10余个县市，主动为贫困家
庭捐款捐物，尽己所能帮助弱小，
传递关爱。

截至目前，“走进乡村服务百
姓活动”共走进 41 个村庄，累计
为村民理发 5500 余人次，体检
4100 余人次，发放宣传环保、讲
文明树新风传单 3 万余份，慰问
孤寡老人及贫困户550户。

2018 年，“走进乡村服务百
姓活动”志愿服务项目获得“河北
省志愿服务创新项目”荣誉称号。今年8月，安新县爱心
公益志愿者协会被评为2019年度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邢台市任泽区

垃圾分类绘画上墙
宣传文明新理念

东光县积极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环境大变样
乡风更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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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迁安市投资400万

元建成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设有
书画室、手工室、舞蹈室等功能教
室，是该市规模最大、财政拨款的
公益性校外教育机构。

目前，该中心开展了科技、文
化、体育、艺术等56项培训，学
生由 2018 年暑期的 1700 多人，
增长到现在的6000多人。该中心
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效延伸和有
力补充，成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
长、全面发展的重要阵地。图为学
生们在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学习
陶艺。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