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身青年志愿者事业投身青年志愿者事业，，一干就是一干就是3030年年

“1993年，我在长春开放大学（原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担任校团委副书记，那年3月5日是学雷锋30周年纪念日，

我组织召开第一个全校学雷锋大会，成立了学雷锋协会。

这年底，我们与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对接，成立学雷锋

志愿者协会，是我省最早的学雷锋志愿服务组织之一。”吉

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副秘书长任志勇，出生在20世纪70

年代初，在雷锋精神教育和鼓舞下成长起来。聊起自己长

达30年的志愿服务历程，他向记者讲述了一段持续12年

的志愿服务故事。

“今年1月12日，我和4名志愿者怀着悲恸的心情来到

长春市殡仪馆送别相处了12年的李奶奶，她的两件‘宝

贝’——金手杖与红围巾放在老人身旁，随她而去。”李奶

奶的本名叫李桂英，是新华书店的退休职工，享年87岁。

任志勇与李奶奶相识源于她对“金手杖”的需求。

2012年的国庆节前夕，任志勇在电台参加一档关于老

年人膝关节置换的公益节目，一个电话打进了直播间：“我

叫李桂英，是独居老人没有儿女，腿脚不好，我有退休金不

用免费。”节目结束后，任志勇拨通电话提出前去探望，电

话那端的李奶奶略显迟疑又充满感动地说：“欢迎，欢迎，

给你们添麻烦啦！”

国庆节假期，任志勇和志愿者孙大姐前去走访，他们决

定把李奶奶列为长期志愿服务对象。“李奶奶的年龄和身体

状况不适合做膝关节置换手术，我们决定赠送她一只‘金手

杖’。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李奶奶一如既往地提前到

门前等候我们，志愿者张锐拿出了精心挑选的多功能手杖。

这只手杖有平稳的底座、可伸缩调节的杖杆和舒服的手柄，

还配有多功能手电筒和报警器，李奶奶笑得合不拢嘴。”

就这样，任志勇和志愿者们走进了李奶奶的生活。听

她讲过去的故事、为老人表演节目、协调社区安装保暖棉

门帘、协调社会机构为老人免费助浴……12年间，李奶奶

住院6次，志愿者们轮流探望。最后一次，李奶奶卧床在

家，任志勇去看望时带了一条红围巾，李奶奶用手摸了摸，

又往脸上贴了贴，最后的日子里，这条鲜艳的红围巾一直

陪伴在她床前。

几十年来，任志勇和志愿者伙伴们帮扶过的困难群众

不胜枚举。2001年，任志勇组织成立了志愿者家园及理事

会，随后又建立红领巾志愿者乐园、青年志愿者学园、“老

青年”志愿者健康园和教师志愿者之家等专项志愿服务队

伍，设立多个志愿服务微课堂，与全国20余家志愿团队共

同实施“志愿服务伙伴计划”，使志愿服务逐渐走上了信息

化、制度化、专业化、网络化和常态化发展轨道。作为吉林

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他还在省内多所高校开展志愿

服务培训。

任志勇是全省志愿服务历史最久的社会志愿者之一，

从青年到中年，30年弘扬雷锋精神矢志不渝。人生旅程

中，志愿服务始终是他生活中的主旋律，用他的话说：持久

学雷锋，永做志愿者。

敢想敢闯敢干敢想敢闯敢干，，他他““锋锋””华正茂华正茂

一个“95后”的小伙子，从事志愿服务事业已经有13

年之久。在一路的探索中，不断将志愿服务组织做大，惠

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兰廷双，长春市南关区益路公益志

愿服务中心的理事长，1997年出生于公主岭市。13年来，

他以“改变群体的力量，来自群体本身”为宗旨，带领“益路

公益”累计为困难家庭和公益项目筹款超4000万元。

2010年，13岁的兰廷双在报纸上看到一则贫困家庭求

助的报道，当即将节省下来的钱按照报纸上的账号汇入，

不久收到了患者家属发来的感谢短信，当时的兰廷双激动

得一夜辗转反侧，而公益的“种子”也悄然间在他的心中生

根发芽。

随着脑海中做公益的念头愈发强烈，兰廷双主动加入

到很多公益团体中，那时的他只有16岁，渐渐地兰廷双身

边聚集了一群和他有着共同梦想的年轻人。随着伙伴增

多，兰廷双决定自己组建团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可成

功的路并不平坦，公益团队注册需要30万元注册资金，而

16岁的兰廷双根本无法拿出，他想过就此放弃，但奇迹却

发生在转瞬之间。

5000元、1.5万元、2万元……兰廷双没有想到，集大

伙之力，不到3个小时，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就凑齐了30万

元的注册资金。“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这已

经不是单纯的信任，而是大家坚定地认同，把公益做下去，

我们是认真的。”

一次，为乡村儿童征集“微心愿”的活动让兰廷双受到

启发。“我想去大学看看”“我想要一支钢笔”……孩子们喜

欢用纸和笔去表达心愿，那乡村留守儿童的孤独，是否也

能通过文字来抚慰？于是，益路公益项目组选择乡村学校

为“树洞计划”的实施基地。在校园和教室里挂上“树洞”

信箱前，会先落地助学帮困等公益项目，让项目组志愿者

和孩子们更加了解和信任彼此。

“亲爱的丸子姐姐，当我收到人生第一封信的时候，我

开心得连觉都睡不着，我有很多问题想问，我的奶奶患有

心脏病，吃点什么药能治好奶奶的病呢？”来自公主岭一所

乡村小学的13岁女孩小欣（化名）在信中问。

“丸子姐姐”是一名在长春读大学的医学生，她是项

目组为小欣匹配的“信大使”。“小欣你好，看得出来你是

个孝顺的孩子，医生一定要亲眼看到病人的状态，并且

对她做一些检查才可以告诉她吃什么药物会有效哦。”

丸子姐姐回信中的话语温暖而亲切，“多帮奶奶做一些

家务，让奶奶按时休息，按时吃饭……”不久前，“丸子姐

姐”如愿考上博士，她迫不及待地和小欣分享这份喜

悦。“我也要像你一样，长大后成为很好的医生。”小欣把

姐姐当成了榜样。

每年“益路公益”的“树洞计划”“微心愿”“捐资助学”

等项目累计帮扶儿童数千名，公益能量覆盖辽宁、贵州、云

南等省份。十年的公益事业让兰廷双收获了一个信念坚

定的团队，收获了困难群体的信任，收获了更多强有力的

支持。敢想、敢闯、敢干，兰廷双带着这种激情一直冲在公

益的最前线，用热血青春践行着雷锋精神。

从从11到到1099010990，，从微光到火炬从微光到火炬

从1个人到10990个人，从一点微光到一束火炬，在吉

林市的市民群众眼中，吉林市医疗志愿者协会是看着“长

大”的。“我们要当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吉

林大地上。”吉林市医疗志愿者协会会长、吉林市中心医院

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张杨除了平时的工作，几乎把所有的业

余时间都放在做志愿服务上。

2013年3月初，张杨建立了名为“关爱健康，从心开始”

的QQ群，从此便没有了休息日。2017年又注册成立了“吉

林市医疗志愿者协会”，正式开启了充实的“志愿”人生。

刚开始到基层义诊时，因为设备有限，张杨自费两万余

元购买了心电图机、血脂仪、血压计等仪器。后来，张杨意

识到要想常态化推进活动、开展服务，必须实现公益组织自

身的造血能力。为此，吉林市医疗志愿者协会开创性地实

施了一系列的相关项目：以降低低收入人群心脑血管病发

生为目的的“暖心行动”；面向大学生和高中生开展免费培

训的“一猝尔救”志愿服务项目；与吉林市建华村共同组建

了“青年暖心医院”；讲解女大学生如何做好自我保护的

“女医生对女大学生说”项目；为广大基层职工量身定制健

康科普内容的“百医进百企”项目……一个个项目的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凝聚着张杨和协会每一位志愿者的心血。

11年的坚守，如今，“吉医家园”等项目让更多医务工作

者走进吉林市各个社区，所有的志愿服务都围绕“健康”二字

做文章，从治病到防病，从单一解决某一疾病到改变百姓的

健康观念，对于张杨来说，这条志愿服务的道路没有尽头。

有人问张杨，是什么让他如此执着？“如果说，有什么

是我一直没有变的，一定是那份本初的善良，那份守护生

命的爱与快乐。”十余年间，张杨用双脚走遍吉林170多个

乡镇村屯，为4万多名吉林市群众提供医疗志愿服务，组织

300多名医疗专家开展了近700场常态化健康科普讲座，

服务群众近十万人。张杨常和妻子说：“将来我老了，退休

了，就带着你，还有我的一些老哥们儿，开着车，车里拉着

我的医疗设备，再去乡下，去我年轻时义诊过的地方，看几

十年过去了，那里怎么样了，有什么新变化……”

帮助更多人帮助更多人，，将爱洒遍辉南大地将爱洒遍辉南大地

早春三月，邸龙格外忙碌。“新学期开学了，我们刚刚

与基金会和爱心志愿者对接完，为28位贫困学生筹集学杂

费、校车费、伙食费等各项费用。”

48岁的邸龙是辉南县“益路有你”志愿服务队队长，20

年来，行走在辉南县的大小村镇，扶危济困、捐资助学，爱

老助老，日复一日用行动默默践行雷锋精神，播撒爱的种

子。认识邸龙的人都说：“他是会带给别人希望的人，有困

难时他总会及时出现。”

今年13岁的小林住在辉南县高集岗镇，是“益路有你”

志愿服务队的重点帮扶对象。他的父亲多年前因意外事

故受伤，为了治病欠下二三十万元的债务，后来不幸离世；

母亲癌症晚期，无法照顾小林。小林只能和年迈的奶奶相

依为命，生活十分艰难。

“2016年，我们得知小林一家的情况，马上对他们开始

了全方位的帮扶。”小林家住在山上，小林奶奶对养殖有些

经验，于是邸龙带着志愿者买来果树和鸡、羊、猪，帮忙种

植、养殖，还负责找销路。每逢秋收，志愿者也会准时去小

林家“报到”，帮忙干活。

到了该上学的年纪，邸龙又帮小林联系学校办理入

学，每个月提供200元助学金，还承包了小林所有的学杂

费、生活费。在志愿者的守护下，小林茁壮成长。“小林曾

经患有脑积水，大夫还下了病危通知，我们筹钱帮他治

病。现在孩子身体健康，学习也很好，大家都很欣慰。”

对于困境老人，邸龙无微不至。他深入走访困难群

众，详细摸查家庭情况，制订帮扶计划，解决实际问题，很

多孤寡老人都把邸龙当成“儿子”。

谈及参与志愿服务的初心，邸龙告诉记者：“我母亲患

有精神疾病，父亲右腿残疾，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总吃不

饱饭，是乡亲邻居一直在帮助我们，送饭菜和衣服。当时

我就想，等有能力了一定要报答社会！现在我做到了，我

帮助了很多像我一样曾在困境中的人。”

从事志愿服务20年，邸龙先后帮助过数千人，也带动

很多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如今，辉南县“益路有你”志愿

服务队正式注册成员已有 1057 人，总志愿服务时长

87290.5个小时。“现在很多学生利用假期做志愿者，还有

很多人刚退休就来‘报到’，队伍日益壮大，希望能帮助更

多人，将爱洒遍辉南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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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恼烦恼
我来排我来排。。深度挖掘新深度挖掘新
闻细节闻细节，，全面剖析事实全面剖析事实
真相真相，，为您澄清谬误为您澄清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加入我
们们，，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共同关共同关
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
题题。。

有一种力量代代相传，闪闪发光，这就是雷锋精神。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61周年。

61年来，学雷锋活动在全国持续深入开展，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滋养着一代代中

华儿女的心灵。在我省，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把雷锋精神融入志愿服务中，融入工作与生活里，心手相连，助人

为乐，传递温暖，奉献爱心。近日，记者走近这些身边的志愿者，聆听“新雷锋”故事，记录时代精神。

④④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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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邸龙是辉南县“益路有你”志愿服务队队长，他在志愿服务道路上已经坚持了20年。

①在吉林省优秀志愿服
务队学雷锋成果展示活动
中，任志勇向参与者发放相
关书籍。

②做义诊时，因为基层
设备有限，张杨自费两万余
元购买了心电图机、血脂
仪、血压计等仪器。

③兰廷双表示，将继
续通过实际行动，让学雷锋
活动务实、高效、科学、精准
落地，同时引领更多市民参
与社会公益活动，传播良好
风尚。

（本版图片均由被采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