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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临近中午，柔和的阳光洒
进小院，四五个孩子排着队，在黄绿相
间的滑梯上一个个滑下，几个小男孩正
比赛拍球……

偏房里，陈玉文忙着拌馅、擀皮、烧
水，“周末了，给孩子们做点好吃的，饺
子一会儿就出锅！”

这 里 是 磁 县 滏 阳 营 村 的 “ 爱 心 小
屋”。正在玩耍的 11个孩子，来自周边的
村镇，他们中有的父母已故，有的父母是
病人，平时都是跟着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
生活。58岁的滏阳营小学老师陈玉文，是
这 11 个孩子共同的“妈妈”，“我现在有
23个孩子呢，今天没来全。”

开饭了！
小家伙们围坐在陈玉文身边，她把热

腾腾的饺子夹给孩子们，“琳琳，尝尝好
吃不”“小胜，别烫着”“佳琪，慢点吃，
喝点汤”……

从 2009 年帮扶第一个孩子算起，14
年来陈玉文已经是一百多个孩子的“妈
妈”了。

2009年，磁县创新开展“爱心代理妈
妈”志愿服务活动，两千多名“爱心代理
妈妈”与留守孤困儿童结对，当时还在磁
县讲武城学区工作的陈玉文，结识了自己
的第一个孩子——玲玲。

玲玲是一名孤儿。“第一次见她时才10
岁，就站在角落，不说话，一直搓着小手。”
陈玉文啥也没说，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

之后，每到周末，陈玉文就把玲玲接
到自己家，给孩子洗澡、剪指甲、做好吃
的饭菜，晚上娘儿俩躺在一起说悄悄话。

2012年夏季的一天，陈玉文收到一份
珍贵的礼物——一枚塑料戒指。那是玲玲
从姥爷那软磨硬泡要来一毛钱，特意买给
她的，“妈妈，你喜欢吗？”

“喜欢，特别喜欢！”陈玉文摸着手上
的戒指，眼泪止不住。

从玲玲开始，陈玉文的爱心事业一发
不可收，她说：“只要看到没有父母疼爱
的孩子，我心里就难受，晚上睡觉时总会
想起他们怯生生的眼神。”

孩子越来越多，为了让他们有个活动
场所，2011 年，在当地有关部门支持下，

陈玉文把自家 5 间堂屋进行改造、装修，
创办了邯郸市第一个“爱心小屋”。

琳琳和弟弟欢欢第一次来到“爱心小
屋”，就喜欢上了这里。

随处可见的向日葵贴画，墙上挂着
“陈妈妈”和孩子们的照片，书橱里满满
当当的书，沙发真软乎，第一次见到了
冰箱、空调……

“头一回见到姐弟俩，弟弟才三四岁。
邻居们说，孩子爸爸患有精神病，经常对
孩子动手，妈妈精神也不正常，俩孩子可
怜得很。”2019 年，陈玉文来到磁县小寨村
的孩子家，眼前的景象把她惊呆了。

好几个窗户没玻璃，墙皮一片片爆
开，屋里连个像样的桌子、凳子都没有。
她把瘦弱的弟弟一把抱起来，“孩子不认
生，靠在我肩膀上，我的心都碎了。”

从那以后，琳琳和欢欢有了“陈妈妈”。
奶奶一个人照顾姐弟俩负担重，隔三

岔五，陈玉文和爱心人士就提着米面油送
到家里。换季了，给姐弟俩买衣服，周末
把他们接回“爱心小屋”，给他们做平时
吃不到的牛肉馅饺子、炸菜角、煎包，送

回去时口袋里塞进几百元钱……
如今，姐弟俩的父母都已住进医院治

疗，琳琳也上了初中。
“有一次我在学校突然肚子疼，陈妈

妈知道后，找了一辆车拉我到邯郸市的医
院做检查，花了好多钱，我看到她跑前跑
后，就知道她是真的关心我们。”琳琳说。

“这个孩子的爸爸在服刑，妈妈再婚
了；这个男孩不爱说话，喜欢看书；这个
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学习成绩不赖……”
坐在小院里，陈玉文翻着手机里的 600多
张照片，每一个孩子的名字、性格、爱
好，她都清清楚楚。

14 年，一心扑在一百多个孩子身上，
对于自己的家庭，她不是没有愧疚。

家里的樱桃园扔给老伴儿一个人打
理，她每月的工资除了给帮扶的孩子买这
添那，剩不下多少。

她也不是没有委屈。
“吃饱了撑的，放着好日子不过，管

别人家的闲事！”总有人说风凉话。
去新的孩子家，很多老人不相信平白

无故有这样的好心人，她总要反复保证，

“不是要抢孩子，也不图啥……”
陈玉文说，让她坚持下来的理由，是

孩子们的笑脸、转变和前途。
如今，第一批叫她“妈妈”的几个孩

子已经大学毕业，成家立业，但她从不主
动联系。

“我这个妈妈，就是他们人生中的过
客。孩子长大了，小时候的伤疤慢慢结痂
了，如果我主动找他们，或许他们又会想
起难过的事情。他们现在能和普通的孩子
一样过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这是陈
玉文的坚持。

“陈老师的故事，感染和激励着越来
越多的人无私奉献，为风雨中的孩子撑起
一把大伞。”邯郸市妇联主席张爱军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省妇联积极推进
服务民生领域改革，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
展“爱心代理爸妈”巾帼志愿关爱服务，
12500 余名“爱心代理爸妈”组建“爱心
家庭”12300 余个，实现对社会散居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动态结对帮扶全覆
盖。邯郸市妇联成立了 180多家“爱心联
盟”，为困境儿童提供多方位服务。

如今，越来越多爱心人士来到陈玉文
身边。

心理老师于菲每周末都到“爱心小
屋”，和孩子们说说心里话。

女企业家王巧梅给“爱心小屋”送
书、送文具、送衣服，动员 100多名员工
成为“爱心代理爸妈”。

在“爱心小屋”，记者碰到了忙前忙后
的志愿者李彩虹和吴世刚，一问才知道，他
们都是陈玉文的学生，“眼瞅着陈老师慢慢
头发白了，我们很心疼，等陈老师‘跑’不动
了，我们接过这一棒。”

3 岁的孩子小新，父亲去世，母亲改
嫁。前不久，陈玉文和志愿者师园一起和
小新结对，成为他的“爱心代理妈妈”。
今年国庆节假期，她们带小新去溢泉湖景
区游玩，孩子第一次去了游乐场。

“看，小新乐坏了。”陈玉文打开手机
中的一段视频——游乐场里，小新和师园
的孩子一起坐在旋转木马上，两个小男孩
有说有笑。

（文中儿童姓名均为化名）

一百多个孩子一个“妈”
河北日报记者 刘荣荣 王璐丹

河北日报讯（王月芳） 10月29日上午，河北省“生命之约·
大爱传递”第二届公益半程马拉松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活动在石家庄
市植物园举行，来自各行各业的 1000余名跑步爱好者和社会爱心
人士，以跑步的方式传播“自愿无偿、高尚利他”的人体器官和遗
体捐献理念，弘扬“拯救生命、捐献光荣”社会新风尚。

此次活动由河北省红十字会主办，采用不计时、不计名次的方
式开展。活动现场设置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宣传登记点，红十字志
愿者们发放了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相关资料，普及捐献相关知识和
政策。据介绍，此次活动所收取的报名费将全部用于“生命之约”
关怀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家属项目。该项目每年将在全省人体器官
捐献志愿者家属中选出 500 名，向他们捐赠“生命之约关怀大礼
包”，同时将对其中 100名生活困难的家属进行就医、就学等方面
的救助。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是人间大爱善行，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关系生命伦理和社会公平，是国家医学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
重要标志。2010年，我国展开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2013年6月
1日，我省被批准正式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截至目前，全省登
记的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达27万余人。今年10月20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 （修订草案）》，省
红十字会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规范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更好推
动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健康发展。

河北日报讯（张鑫瑶、白杨） 10月27日，滦州市九百户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们开展“办实事、惠民生”宣讲+志愿服务
活动，向村民宣讲医保缴费具体政策，同时现场答疑，为村民讲解
收费标准、缴费方式及注意事项。“宣讲+志愿服务”，把惠民政策
和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口。

据了解，滦州市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个、文明实践所14个、文
明实践站526个，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伍586支，注册志愿者10.8万余
人，形成了纵向贯通、横向覆盖的多元化志愿队伍体系。为了能更好地
发挥志愿服务队理论学习宣讲的作用，扩大“六进”理论宣讲覆盖面，
该市不定期邀请各领域的专家有针对性开展专题培训，培养理论功底
强、表达能力优、理论联系实际好的志愿者宣讲队伍。

今年以来，滦州市志愿服务队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
站），开展义诊咨询、爱心理发、农技指导、科普宣教、关爱帮扶
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党的创新理论宣讲活动900余场次，受众3
万余人次。

“今天您是第一名！”
“昨天在业主群里看到消息，我就一

直惦记着这事儿呢。”

10 月 12 日 16 时 30 分 ，“ 慈 联 1 元
侠”活动时隔一个月再次来到石家庄市
高宏佳苑小区，志愿者吕素霞刚摆好展
板，居民张桂林就来到了现场。

“扫这个码是吗？”不一会儿，居民
赵文超也在展台前停下电动车，打开微
信，扫描活动二维码，捐出 1 元钱。

“咱也扫一个！”……小区里热闹起
来，活动开始不到 10 分钟，就吸引了 20
余名居民参与。

通过鼓励居民捐赠 1元钱，为特殊困
难家庭急症患者、突发灾难人群筹集救
助金，2021 年，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启
动了“慈联 1 元侠”项目。这 3 年，活动
走进全省千余个社区、70 余家爱心企
业、53 所爱心学校，8.3 万余名爱心人士
参与其中。

身着披风，手举鲜花，戴着橙色太
阳镜，笑逐颜开，一个酷萌的卡通形象

是“慈联 1 元侠”活动现场标配。“这个
活动设置得特别活泼轻松，鼓励大家随
手做公益，快乐献爱心。”张桂林说，居
民们更想不到的是，捐 1元钱，还能收到
3个鸡蛋。

“这是我们的爱心回礼，既是对大
家奉献爱心的感谢，又能帮到不少农民
朋友。”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社工部负
责人王红迪介绍，作为爱心回礼的鸡蛋
来自石家庄市白鹿泉村，与“1 元侠”
活动结合，解决了农家散养鸡蛋滞销
问题。

捐款有回礼，助农零距离，在河北
慈善联合基金会理事长宋静华看来，这
样的联动，是他们的一次创新探索，“我
们在尝试不断拓展公益的深度和广度，
聚焦更多主题，让慈善人人愿为、人人
可为，汇聚更多爱心，为更多人提供帮
助。”

说 起 这 次 联 动 ， 白 鹿 泉 村 党 支 部
书记白海峰特别高兴，“村民们自家产
的 鸡 蛋 好 吃 无 污 染 ， 以 前 只 能 在 街
边、村口摆摊卖，碰碰运气。现在河
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定期采购，大家的
鸡蛋终于不愁销路了。”

随着参与的爱心社区和居民越来越
多，从 10 月 12 日起，“慈联 1 元侠”成
为月度常态化项目，今后每月 12 日，河
北慈善联合基金会都将依托 40 余个工作
站，在全省范围内同步开展爱心捐助活
动，为生命续航。

这几天，吕素霞的志愿服务群里又
活跃起来，大家讨论着下一场爱心活动
在哪里办、哪个时间段人流量大、各自
怎样分工……

“最近我们正在为一名白血病患儿筹
款，希望有更多爱心人士加入我们，大
家一起来做‘1元侠’！”吕素霞说。

“红军战士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新生命
的到来！整整两个小时，在震耳欲聋的枪
炮声中终于迎来了新生婴儿的啼哭，那清
脆响亮的声音回荡在阵地，划破长空奔放
嘹亮……”

日前，“学思想 颂英烈”全国英烈
讲解员大赛全国决赛在石家庄举行，华北
军区烈士陵园“95后”讲解员赵芳婷斩获
大赛一等奖。

虽是一名“95 后”，但这不是赵芳婷
第一次在全国大赛中崭露头角。2021年 5
月，她作为我省唯一参赛选手参加了“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全国博物馆讲
解大赛”，从全国 1600余名优秀选手中脱
颖而出，获得一等奖。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成为优秀
讲解员，在听众面前从容淡定、抑扬顿挫
地讲解，赵芳婷靠的是“不断学习，不断
挖掘，不断积累”。

2019年，赵芳婷考入了华北军区烈士
陵园，成为一名讲解员。华北军区烈士陵
园内安葬着 318位革命烈士，安放着新中
国成立后牺牲或病故的 660 多位革命烈
士、老红军的骨灰。这里蕴藏着许许多多
的英烈事迹，处处都是红色历史。

赵芳婷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短
时间里熟悉且背过数万字的讲解词。“刚
一开始，我连师、团、旅都分不清，更别
说讲解词里无以计数的人名、战役名
称。”为了弄清楚这些，她下大功夫，一
个个人物、一处处地名，都细细搜索，标
注清楚，不明白的向前辈请教。一份几十
页的讲解词，她反复调整，重印十几遍。

“每一位烈士的事迹必须弄懂吃透，
史实内容必须准确无误，还要用听众更易
懂的方式有效讲解。”赵芳婷说，参观者
来自各行各业，年龄不同，需要“因人施
讲”，不断调整讲解方式和侧重点。

“我们是讲解员，是革命故事的‘主
讲人’和红色基因的传播者。讲解不是单
纯的背词，而是要让听众记住那一段段舍
生忘死、奋不顾身的红色故事，从而被英
烈精神所激励、所感染。”赵芳婷说。

在赵芳婷看来，每次的讲述，都是一
次与英烈穿越时空的对话。这次比赛中，
她以《踏上生命的远征》为题，讲述了长
征路上一场特殊的战斗。“它以生命至上
的名义进行，它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它超
越了战斗本身……”赵芳婷深情讲述发生
在 1935 年 3 月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故
事。真挚的情感，铿锵的讲述，由“声”
入“心”传播英烈精神，赢得了现场观众
阵阵掌声。

“学思想 颂英烈”全国英烈讲解员
大赛全国决赛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河
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承办，自今年 5月份
大赛启动以来，我省 3位选手通过层层角

逐闯入全国决赛。再次获得全国一等奖，
赵芳婷由衷感到自豪，“我将继续做这片
红色土地的守望者和传颂者，用心讲好
318 位革命烈士的故事，让一段段红色历
史焕发时代光彩。”

每月12日，一起来做“1元侠”
河北日报记者 孙 青

我省“95后”讲解员在全国大赛上荣获一等奖

“让一段段红色历史焕发时代光彩”
河北日报记者 高 珊

我省举行第二届公益半程马拉松

人 体 器 官 捐 献 宣 传 活 动

滦州市把惠民政策和服务

送到群众家门口

在“爱心小屋”，陈玉文和孩子一起吃饺子。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摄

10月 12日，“慈联 1元侠”活动走进石
家庄市高宏佳苑小区，吸引了众多热心居
民参与。 河北日报记者 孙 青摄

比赛中的赵芳婷。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供图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籍明泉、李华杰）这几日，天气渐凉，忙
碌过后，邢台市襄都区的环卫工人陈志红总爱到天一广场的户外劳
动者驿站略作休息。

“驿站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陈志红说，驿站建成后，她有
了落脚点，渴了有热水喝，累了有地方休息，带的饭也可以在这里
加热。

天一广场的户外劳动者驿站窗明几净、设施齐全，是邢台市
291家户外劳动者驿站之一。今年以来，邢台市总工会发挥工会联
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大户外劳动者驿站建设力度，为就
业群体提供休息、就餐、充电等暖心服务，使其真正成为户外劳动
者的温馨港湾。

“您给‘户外劳动者驿站’服务打几分？”“有哪些需要工会帮
助解决的难题？”……邢台市总工会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到信都区、
南和区等地户外劳动者驿站走访调研，与户外劳动者交谈，详细询
问所想所盼，为基层和职工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目前，邢台正抓紧建设新增的、以主城区为主的 20家户外劳
动者驿站和 40家“爱心妈妈小屋”。“我们将创新思路方法，丰富
服务内涵，加强规范化管理，使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更接地气、聚
人气、有生气，让‘太行泉城、暖心工会’品牌深入人心。”邢台
市总工会副主席王保真说。

邢台建设“爱心驿站”

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暖心服务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王宠） 10月29日，笔者在石家庄市新华
区北城路看到，路面平整干净，树叶造型的铁艺护栏与清幽的小巷
相映成趣。过往市民不时驻足观看路边围墙上关于节能低碳的宣传
内容，对改造提升后的小街巷赞不绝口。

“以前这条路坑坑洼洼的，旁边还有个脏乱差的市场。如今，
市场变成了停车场，马路也变得整洁干净，走在路上还能了解日常
低碳环保小常识，真是太好了！”住在北城路附近的居民徐飞说。

北城路友谊大街至文苑街路段全长 1200 米，紧挨水上公园，
是新华区今年创建的一条精品街道。该街道以“碳循未来”为主
题，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间新建绿化隔离带，鼓励低碳出行，
并新增棋牌休闲亭，宣传低碳生活。

为更好地改善城区环境，让城区变得更美丽、更宜居，今年以
来，新华区城管局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在全面整治提升小街小巷基
础上，创建了 5 条精品街道。目前，5 条精品街道的沿街绿化提
升、道路维修、立面整治、门店提升等重点工作已全部完工，街道
容貌焕然一新。

“在充分借鉴 2021 年和 2022 年精品街道整治提升经验的基础
上，我们今年打造了 5 条以乐活健康、安全教育、绿色低碳等为
主题的精品街道，通过打造与群众息息相关的主题小街巷，进一
步改善市民出行、居住环境，让城区变得更加美丽。”新华区城管
局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他们将持续推进小街小巷整治提升工
作，深挖文化内涵、历史延续，坚持高标准设计、高标准治理，
打造有特色、有文化、有内涵的精品街道，实现“一街一景观，
一街一特色”。

推进小街小巷整治提升

石家庄市新华区
打造5条精品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