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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高新区滨河社区老党员带头示范开展养老志愿服务，积极
探索“时间银行”品牌模式，调动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积极性——

党员引领 志愿服务让社区更有温度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系列报道 】直隶省立第七师范纪念馆充分发挥
红色教育资源作用

让红色校风代代相传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傅唯
佳 记者薛惠娟）围绕选拔优
秀共青团员加入党组织，今年，
共青团安国市委、安国市委组
织部联合出台文件，进一步加
强“推优入党”工作，选拔推荐
优秀共青团员加入党组织的比
例达到72%。

近年来，在团省委推动下，
全省各级团组织充分发挥共青
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
用，将健全“推优入党”机制作
为增强基层团组织政治功能的
重要抓手，明确28周岁以下青
年入党一般从团员中发展、发
展团员入党一般经过团组织推
荐，取得明显成效。

在全面深化共青团改革过
程中，团省委聚焦县域共青团
改革这一“老大难”问题，进一
步彰显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的
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着力破
解基层共青团对青年有效覆盖
面不足、吸引力凝聚力不足等
问题。团省委建立了“夺旗争
星”量化评价机制、专班工作机

制和“月报”工作督导机制，通
过精细化分工、菜单式管理、点
对点督导，指导县级共青团将
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纳入团的改
革工作全过程。全省团员青年
参与党史学习教育达277.63万
人 次 ，中 学 团 校 建 成 率 达
93.45%，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在强化县域政治功能的同
时，团省委靶向施策，在形成县
级共青团组织的社会功能上下
功夫，围绕党政中心任务，成立
县级社会组织团工委、青年工
作委员会等，增强基层团组织
的吸引力、凝聚力。团辛集市委
大力推进资源配置方式社会
化，成立了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开展微福利、微团队、微菜单、
微心愿、微行动“五微”志愿服
务，特别是在本轮疫情防控中，
发动 1394 名青年志愿者在 46
个点位开展服务工作，总时长
达1.8万小时，凝聚起青年志愿
者的智慧和力量，彰显了燕赵
青年的奉献与担当。

团省委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引领

九成以上中学建成团校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
近日，石家庄“00后”大学生刘
宇杰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
院，经过4个多小时的采集，成
功为一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
者捐献了 246 毫升“生命的种
子”——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据
悉，刘宇杰是我省第 565 例成
功捐髓的志愿者。

2000 年出生的刘宇杰是
河北地质大学的一名大三学
生。2018年12月，刚满18周岁
的他第一次参加了无偿献血。

“那是我18周岁的成人礼。”刘
宇杰说，受父亲献血影响，他小
时候就知道献血可以挽救生
命，所以一到献血年龄，他就积
极加入了无偿献血队伍。

“以前，一直认为捐髓是抽
取骨髓，心里挺害怕。”刘宇杰
告诉记者，经过深入了解后，才
明白捐髓是通过采集外周血分
离造血干细胞，对身体健康不
会带来伤害。对此，2019年5月
他和同学献血时，坚决留取了
血样，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今年5月，正在学习的刘
宇杰接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
电话，得知自己的血样与一位
患者的初次配型成功。“救人是

大事，承诺了就要兑现。”刘宇
杰深知捐献对患者意味着什
么，当即回复同意捐献。

对于刘宇杰的决定，他的
父亲十分赞同，可母亲由于不
了解捐髓是怎么一回事，担心
影响儿子的身体。“我和父亲就
给母亲科普捐髓的‘来龙去
脉’，耐心做思想工作。”刘宇杰
告诉记者，母亲最终还是拗不
过他，同意了捐献。同时，河北
地质大学的领导和同学也都十
分支持他，叮嘱他多运动，注意
饮食，其所在学院及时和市红
十字会取得联系，表示全程配
合。有了家人和学校的支持，刘
宇杰顺利通过了高分辨检测和
健康体检。

根据患者病情需要，捐献
安排在12月。前几天，在家人和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同
下，刘宇杰来到河北医大二院，
进行采集前的准备工作。“希望
我能帮助那名素不相识的患者
尽快康复。”刘宇杰说，也愿意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
法”，带动身边更多同学和爱心
人士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队伍，为更多患者带去生命
的希望。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任振
宇、马晓彤）“多亏你跳入水中
救我，不然我可能就上不来了，
是你救了我一条命啊！”近日，
在黄骅市常郭镇王庄村，85岁
的王佩俭老人握着王佩祥的手
激动地说。

原来，前不久的一天下
午，村民王佩祥正骑着电动车
回家，忽然听到路旁的坑塘里
传来一阵阵水花声。王佩祥
下车查看，发现是一位落水老
人在拍打水面。老人穿着厚
厚的冬装，在水中挣扎了几下
就已体力不支，动作幅度也越
来越小。

王佩祥见状，衣服都没来
得及脱，就立刻跳入水中。“我
来救您啦，等着我！”他一边大
声喊着一边游向老人。老人的
棉袄里灌满了水，王佩祥拽住
老人后，试了好几次才把老人
拉上岸。

上岸后，王佩祥询问了老
人的情况，见他意识清醒，又陪
同老人回家换了衣服。

事后第二天，王佩祥再次
来到王佩俭老人家，确认老人
身体无大碍后才放心离开。“大
伙儿说我当了回英雄，我不是
英雄，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王佩祥腼腆地说。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王建
海、王芳）“您好！前面就是母
婴室，可以带孩子休息一下”

“您好，请戴好口罩”……每逢
节假日，在文安县城的大型商
超，都能看到身着红马甲、佩戴
引导员标志的志愿者身影。他
们是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
人员，正在利用公休时间开展
志愿服务。

据介绍，按照文安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总体安排，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成立了市场监管
志愿服务分队，下设5支志愿服
务小队，定期深入大型商超和各
类市场进行指导、开展服务。

今年以来，该局组织志愿
服务分队进市场、进社区、进企
业，主动开展维权帮扶、“计量
惠民”、民用品检测等服务 60
余次，为群众免费检测血压计、
电 子 秤 等 计 量 工 具 120 台
（件），提供食品、农产品等快速
检测服务 350 个批次。同时，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邀请消费
者参与开展“食品安全、你我同
查”活动，对餐饮单位、学校食
堂、便民市场开展互动式检
查。商户们深切感受到，“许多
原来要自己跑办的事儿，现在
不用出门志愿者就帮忙解决
了，服务更贴心了。”

石家庄一“00后”大学生为
血液病患者捐献“生命的种子”

黄骅市常郭镇王庄村村民王佩祥勇救

落水老人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文安县市场监管
志愿服务暖人心

在承德市高新区滨河社区，活跃着一支
身穿红马甲的老年志愿服务队，这些老人身
体健康、精神矍铄，被居民们形象地称为“活
力老人”。“活力老人”的志愿付出以另一种
形式被储存到“时间银行”，老老相帮，以帮
换帮，调动更多人加入志愿服务队。

近年来，滨河社区积极探索养老志愿服
务新模式，创新开展养老志愿服务活动，被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 19 个部门评为

“2019—2020 年度河北省志愿服务示范社
区”。在提供养老志愿服务的同时，精神焕发
的“红马甲们”还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绿色
社区建设等各种为民服务活动当中，让社区
服务更有温度。

示范引领，激发志愿服务积极性

“您坐那儿歇会儿，我来帮您换灯泡”
“水管坏了，别急，有我呢”“您注意身体，我
搀您到社区按摩按摩吧”……

参与志愿服务的“活力老人”们，社区哪
里有需要就会出现在哪里：社区的老年食堂
里，他们化身服务员；高龄老人去医院，他们
化身陪护员；有些老人需要可口饭菜，他们
上门化身炊事员……他们不断切换身份，化
解老年人所急所盼所需。

日前，67 岁党员志愿者胡希英正在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值班，临近中午，接到
85 岁金聚海老人打来的求助电话：原来是
老伴儿临时去了老城区照顾孩子，独自一人
在家的金聚海老人为吃饭这事儿犯了愁。接
到服务“指令”后，胡希英便赶去了金聚海老
人的家里。

“您想吃面条还是饺子呀？”“面条吧，就
我一个人，也省事儿。”胡希英系上围裙进了
厨房，时间不长，一碗热乎汤面就端上了桌。

“我现在身体还算硬朗，这些力所能及
的活儿还能承担，而且我们退休之后，时间
很是富裕，帮助一些高龄或者失能半失能的
老人，也觉得自己还能为他人做点儿事情，
还有社会价值。”胡希英满怀热情地说。

据滨河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
佳杰介绍，滨河社区常住人口3715人，其中
60 岁以上老人 1177 人，80 岁以上老人 94
人。为推动解决一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老
人的生活照料问题，社区2019年3月成立了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最初的10余位“活力老
人”组建了这支志愿服务队。

“现在志愿服务队已经发展到65人，其
中党员18人，退休党员干部、退役军人占多
数。”胡希英说，志愿服务队里的老党员们，
退休后仍然选择在社区发挥余热，始终保持
着共产党员的本色。

如今，志愿服务队起到了示范引领作
用。在当地，180 余名在校大学生自发参与
滨河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并形成了12个学
雷锋小组，每天有两名志愿者在社区服务中

心轮流值班。截至目前，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1000余次。

这在胡希英看来，“老党员带动年轻党
员和大学生们参加养老志愿服务活动，也是
一种传承和教育，希望这种好作风、好风尚
可以一直传递下去。”

建好平台，打造志愿服务品牌模式

为进一步扩大老党员示范引领作用的
辐射面，滨河社区还积极探索创建“时间银
行”，打造志愿服务品牌模式，鼓励大家“服
务今天，享受明天”，激发更多人参与志愿服
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您好，家里需要整理，但有几件东西抬
不动，需要咱们志愿者帮一下忙。”12月19
日，87 岁独居老人张郁馥拨通了“一键呼
叫”。

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接到信息网络平
台的求助后，没过多久，志愿者杨炳琴和另
外几名同事出现在了张郁馥老人家里。整理
物品、打扫卫生，杨炳琴和其他几名志愿者
动作娴熟麻利，结束之后顺便还帮老人做了
按摩，并详细询问了健康情况。

张郁馥老人对志愿服务赞不绝口：“不仅
是帮忙，还是陪伴，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
利。”在社区信息网络平台上，闪动着老人呼
叫记录及相应的应答情况。点击平台内张郁
馥老人的健康档案，联系方式、生活习惯、服
务需求、患病及用药情况等信息一目了然。

“时间银行”通过依托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的信息网络平台，将前期摸排的 60
岁以上老人的基本信息录入其中，一旦老人
有需求，按下“一键呼叫”，就可连接信息网
络平台，大屏幕同时显示老人基本信息，值

班者即可安排相应志愿者上门服务。
“今天我为需要服务的老人服务，

将服务时长储存在‘时间银行’里，明天
等我有需要时，再用这些时间进行兑换，
安心享受其他人的志愿服务。”杨炳琴说，这
种“服务今天，享受明天”的理念让这支队伍
不断发展壮大。

“按照储蓄积分，每名志愿者可在将来
有需要时，支取享受他人同等时长与质量的
志愿服务。‘时间银行’作为一种志愿服务新
模式，对动员群众参与养老志愿服务具有重
要意义。”徐佳杰表示，虽然“活力老人”们还
没人支取自己的储蓄，但社区每年年末为老
年志愿者举办表彰大会并择优向上级推荐
优秀志愿者，目前已有10名志愿者成为区
级以上优秀志愿者。

优化服务，提升社区居民满意度

“您好，您要定明天食堂的 A 套餐是
吧？”9月8日，社区老年食堂开餐第一天，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的电话声频繁不断。工作人
员王京营说：“社区不断优化养老志愿服务，
建起老年食堂，向老年人开放，可以选择自
取或者配送，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上的便利。”

与此同时，滨河社区针对有需求的老人
进行专门的适老化改造，通过安装马桶助力
架、如厕沐浴轮椅、扶手等适老化设施，为老
人的日常生活提供安全与方便，优化老年人
居住环境。目前已有60余户老年人家庭完
成改造。

滨河社区的养老志愿服务不仅帮助解
决老年人物质生活层面问题，除了提供助
洁、助浴、助餐、助急、助医等“五助”服务外，
还进行心理慰藉、临终关怀等上门服务，使

老人精神层面的需求也尽量得到满足。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社区9号楼的赵柱老人生
前卧床10年，去年元旦，志愿服务队上门服
务时，赵柱老人提出了“唱红歌”的请求，当
熟悉的歌声响起，老人感动的泪水从眼角溢
出，一边比画一边激动地说着：“感谢党和政
府，感谢志愿者。”截至目前，社区已为6名
老人提供了“临终慰藉”服务。

此外，为了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开设了图书阅览室、书画
室、舞蹈室、乒乓球活动室等文体活动室，每
周组织合唱、老年舞蹈、书法、绘画等教学，
每月还为社区老人举办庆生会，让老年人的
精神生活更加充实多彩。

“服务有困难的老人，我们乐在其中。而
且现在的精神生活也越来越充实。”胡希英坦
言，除了可以去老年活动中心唱歌、跳舞、下
棋、画画，志愿者们还建了微信群，平时还能
一起线上学习交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徐佳杰说：“我们社区服务站只有6名
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有了这些以老党员为模
范的志愿者们的帮助和支持，社区服务充满
了温度与活力。我们也将不断升级优化服
务，提升社区居民满意度，将志愿服务工作
开展得有声有色。”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隶省立第七师
范纪念馆，我是讲解员苏晓意，接下来，由
我来为大家讲解……”12月17日，在直隶
省立第七师范纪念馆，学生讲解员苏晓意
为前来参观的邯郸市大名县青年干部们讲
解学校先辈们艰苦创业、拯民救国的故事，
她的声音抑扬顿挫、落落大方，动作一招一
式、有板有眼。

直隶省立第七师范纪念馆始建于
1983年，位于大名县城北关的邯郸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大名校区（前身是“直隶省
立第七师范学校”）内。该馆以学校的办学
历程，特别是“七师”时期的光辉历史为素
材，用记事的手法展示历史照片、文字、实
物等，为社会各界研究党史提供了丰富的
史料。2009 年，“直隶省立第七师范纪念
馆”被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红色殿堂寻初心

走进直隶省立第七师范纪念馆的展
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革命教育家——校
长谢台臣的雕像。这是一位正襟危坐的先
生，民国的装扮，着长衫，戴便帽，儒雅而
坚毅。

1923年7月，直隶省政府批准在大名
新建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谢台臣毅然辞去
了省议员之职，欣然出任该校第一任校长。

“谢台臣先生如一股激流，震撼和冲击
着河北教育界。”直隶省立第七师范纪念馆
馆长王培杰说。

经过五四洗礼后，谢台臣积极致力于

教育革命，提出“以作为学”和“师生打成一
片”的教育主张。“先生一面教书、一面学，
学生一面学、一面当先生。学生看不到教
育的发生，却实实在在影响着他们的心
灵。这也成为学校后来近百年的传统。”翻
检校史，王培杰不禁感叹他的教学理念。

尽管谢台臣竭力为学生们营造了一所
花园式的学校，但连年的军阀混战，社会秩
序混乱，革命的风雨在这里悄然涌动。

“七师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聚集了一批
进步的知识分子。”王培杰说，1925 年，上
海爆发“五卅”惨案，学生们到各街商号宣
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支持上
海工人罢工。

象牙塔的大门就此打开。学校开始讲
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生开
始阅读马列书刊，传唱《国际歌》。

“1926年8月，时任中共豫陕区区委委
员兼开封地委负责人冯品毅来到七师任
教，在一个又一个的长夜，他借着一盏昏暗
的油灯，编写着宣传马列和共产党的新教
材。不久，七师成立了读书会，成为学生集
中学习革命理论的场所。”王培杰说。

革命的火种在这里生了根发了芽。
1926年10月，5名同学经冯品毅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这是大名七师第一批党
员。1927年4月，谢台臣正式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与他同时毅然入党的，不仅有年
轻的学生，还有大名七师的几乎整个领
导班子——从此，党掌握了学校领导权，
为大名七师成为直南革命的一个策源地铺

平了道路。
“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点燃了直南革

命的星星之火，在这里，七师成了有志青年
最向往的地方。”王培杰介绍，从农村到厂
矿，从地上到地下，从省内到省外，学生党
员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大批青年
从这里踏上革命征途。

那些血性的青春身影，在晚秋的萧瑟
中格外耀眼。

王从吾、平杰三、裴志耕、铁瑛、刘汉
生、成润、白映秋、刘镜西……从1923年到
1937年，大名七师共招收20个班次915名
学生，在他们中先后产生了200多位职业
革命者，有 40 余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
生命。

行程万里，不忘来路。如今，每到清明
节、烈士纪念日，社会各界群众、学生代表
都会自发前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弘扬革
命精神，重温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的红色
印记。

七师精神永不褪色

几度浮沉，校址不移。红色精神也在
不断挖掘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激励着
一代代人接力奋斗。

王培杰的老家就在大名县，大学毕业
后他毫不犹豫地回到家乡，供职于邯郸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大名校区，在纪念馆
做党史研究工作。

“当年七师革命活动留下的资料不多，
要搞清楚这里的主要革命活动并不容易。”

王培杰告诉记者，最累的时候，他一边义务
宣讲，一边收集七师的党史资料，跑遍了周
边各县，拜访了十几位七师先烈的后代。

经过多年的调查访问，挖掘整理，研
究分析，反复考证，《大名师范志》面世，七
师短暂而光辉的历程得以还原在世人
面前。

怎么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
王培杰认为，接受革命精神洗礼教育的最
好方式是参与式、融入式和沉浸式。

为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
学校从普通表达、历史知识、讲解技巧、礼
仪训练等方面对学生讲解员进行统一培
训，组建志愿讲解队伍，利用课余时间为参
观者讲述红色故事。

苏晓意是邯郸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大名校区学前教育专业2018级的学生，入
校之初，她就登上纪念馆的讲解台，感染着
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

“做了讲解员之后，我从革命先烈身
上学习了很多优秀品质和坚强不屈的精
神，我以后也要像他们一样，做一个对社
会、对国家有用的人。”苏晓意自信满满
地说。

学校也在不断创新内容与形式。邯郸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大名校区负责人陈
连成说，今年，学校邀请老教师、杰出校友
等回校讲述校史故事、党史故事，让学生们
透过母校这扇窗，从历史中汲取警示、启
示，培育优良的品行，锤炼过硬的作风，让
红色校风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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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河社区志愿服务
队的志愿者来到张郁馥老
人家中开展志愿服务。

▼滨河社区志愿服务
队的志愿者在社区老年食
堂做志愿服务——向居民
介绍食堂菜品。

本组图片由河北日报
通讯员于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