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B15 2024.3.4 星期一
主编│侯赛 版式│孙发强 检校│招志云 蔡法

今年3月5日是第25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服
务日”，也是全国第61个“学雷锋纪念日”。海南这
片热土孕育了众多感人至深的志愿服务故事。他
们或许不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志愿者，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精神，成为海南社会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近他们，聆听那些温暖人心
的故事，感受那份坚守初心、服务社会的赤子情怀。

“应急救援就像‘陆
上行舟’，要攻克一个接一个难

题，为百分之一的希望付出百分百的
努力。”聊起志愿服务的意义，海口市民间灾
害应急救援队副队长徐望这样对海南日报记
者说。今年是徐望投身应急救援志愿服务的
第7个年头，7年时间，这个“90后”的海口小
伙已从一个应急救援的“门外汉”，成长为队
伍里的骨干。

“陆上行舟”来自徐望的切身经历：2021
年，在援助河南抗汛救灾紧急行动中，徐望作
为民间救援力量驰援河南。7月26日，在河
南卫辉市第一附属医院协助转移一名高龄病
患至医疗点时，救生艇因水深条件无法使用，
他们采用了“陆上行舟”的方式，将患者“连人
带艇”一起安全转移到救治点，避免了对患者
的二次伤害。那一日，徐望和他的队友们连
续奋战10多小时，及时转移群众200余人
次。

对徐望而言，驰援河南是他人生中最大
的挑战之一。2021年7月，当新闻报道中传
来河南连续暴雨的消息，徐望立刻就萌生了
参与救援的念头。当时，徐望的小女儿刚刚
出生，征得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后，徐望主动请
缨，担当起紧急救援第一梯队领队的职责，立
即赶往灾区。

刚到河南的徐望便接到了一块“硬骨
头”：新乡市牧野区曲里村有4名群众受困超
过48小时，其中还有两名老人。由于受灾村
镇水深状况不明、水面漂浮障碍物多，先前派
出的几支队伍均转运未果。

“我们没有多想，当即接下了这个重任。”
徐望回忆，由于水况复杂，担心救生艇受损，
他便与救援队员们一起用身体在水深处探
路；遇上水浅处，便又要关闭救生艇的马达，
靠人力一点一点拖着救生艇向目的地艰难前
行……

8公里的往返路，徐望和队员们走了整
整一天，涉过泥水、跨过瓦砾，最终成功抵达
群众被困地点，将受困群众转运出来。在返
程中，徐望隐约听到呼救声，在通讯信号极度
不畅的情况下，徐望带队前去探查，果真在激
流中又找到3名被困群众，并成功将他们救
下。

“能救下更多人，多苦多累都值得。”在近
一周的救援中，徐望和队员们经常白天黑夜
连轴转，忙起来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复杂
的水体条件让队里的救生艇遭遇损坏，救援
条件越发艰难，尽管如此，徐望也一直坚持到
第二梯队的救援队伍携带救援设备出发，才
随队撤下一线。

奋战在救援一线的徐望，本职工作是一
名英语教师。驰援河南，是他7年应急救援
志愿服务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在家乡海
口，徐望的身影同样活跃在防风救灾、抗雾保
运、疏港服务、扶困助老、应急救援预防教育
等志愿服务一线。“我做的事情虽小，但却很
有意义。”徐望说，未来，自己想开办一家
成人夜校或周末班，将应急救援知
识教给更多的群众，更希望能通
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将更多人
团结到志愿服务的队伍
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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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光的
海南志愿精神
■ 海南日报记者 范平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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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周末我们
过去，都能看到老人们发自内
心地笑，这让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
义。”今年21岁的海南大学大一学生李呁泽
是该校青年志愿者协会敬老团队的一员。从去年
入学后不久，他每个周末都会一大早起床，从海南大学
观澜湖校区乘坐校车抵达海甸校区，然后和协会的20多
名志愿者一同前往附近的华邦美好家园孝慈苑（以下简称孝
慈苑），同这里的老人们度过一个愉快的上午。

海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已成立15年，其成员均是该校在校
学生。两三年前，该协会成立了一支敬老服务团队，开始每周组织20
多名志愿者到附近的养老机构开展志愿者活动。“我们过去不是开展护
理工作，过去就是陪老人们玩。”该团队的负责人、大三学生路泽世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从2022年底开始，几乎每周志愿者们都会前往孝慈苑做志愿
活动。每次参与活动的志愿者不固定，但是总人数相对固定，一般都是20多
人。

“有时候是陪老人们下棋聊天，有时候则组织他们一起过节。”路泽世说，这
些老人在养老机构内接触的都是同龄人，很少有年轻人出现。一群活力四射的
大学生的到来，很容易用活力感染每一位老人，让他们内心愉悦。

路泽世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组织坐轮椅的老人一起玩击打气球的游戏。一
名志愿者在公园看到小孩们追着一个气球不停击打，玩得不亦乐乎。受到这个
游戏的启发，于是建议团队组织类似的活动。他们将10多名坐轮椅的老人推到
孝慈苑的一处空地围成一个圈。一名志愿者抛出一个气球，然后让老人们接力
击打气球，避免气球落地，志愿者们则站在圈外给老人们欢呼打气。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游戏，老人们玩了一个多小时还不愿停歇。”路泽世
说，如果碰到节日，他们则会组织一些能歌善舞的志愿者为老人们表演一台
小晚会，有烹饪手艺的志愿者则带着老人们一边制作小点心一边聊天。如
果天气晴好，他们也会组织老人们到附近走走。

对于志愿者们来说，参加敬老志愿活动其实是一种“双向奔赴”。“老
人们通过我们的陪伴能够感受到青春的活力，而我们通过跟他们聊天
则能明白很多做人的道理。”李呁泽说，自己之所以会每周都去养老
机构参加养老志愿服务，就是想通过跟老人交谈，让老人变得开心，
也想从老人们过去的经历中，学到很多为人处世的方法。

“养老机构的老人们很多亲人不在身边，内心是孤独的。”
海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于恒基称，随着敬老团队服务
次数的增加，他们也逐渐总结出很多老人喜欢的活动，比
如陪老人们聊天、下棋，或者陪他们打乒乓球、羽毛球、
练八段锦，这些互动性强的活动很容易让老人们感
受到青春的活力，从而驱走内心的孤独感，变得同
样有活力。

目前，海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敬老团
队已和3家养老机构制定了长期送志愿服
务计划，助力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

■25岁以下44.96%
■26~35岁 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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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有这样一群义工，他们年龄最大的
16岁，最小的甚至才4岁，尚不识几个字，却做了一系列温
暖社会的事。比如，到海边捡垃圾，守护美丽海岸线；为“城市夜
班人”送去爱心早餐，传递温暖；走进乡村学校，关爱脑瘫儿童……

这群孩子，来自海南蚂蚁力量儿童义工团，就如一只只“蚂蚁”，
力量虽小，却在点滴小事中，折射出雷锋精神的光芒。从2020年12
月成立至今，该儿童义工团不断发展壮大，吸引将近400组家庭加入，
成为海南儿童公益教育、志愿服务的一块招牌。

“义工团为孩子们参加义工活动、认识公益，提供了一个平台。”海
南蚂蚁力量儿童义工团发起人之一戴佳丽说，他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的
活动，培育孩子们的善心，让公益服务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这些年来，戴佳丽和团队策划了许多公益活动，其中“蚂蚁净滩”
活动基本上每月至少执行一次，三年来吸引上千人参与，颇具社会影
响力。

“海南四面环海，海洋资源丰富，也是旅游热点目的地，但海滩上
的许多垃圾，不仅不美观，也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戴佳丽说，为此，
义工团多次组织孩子们走进海口东海岸、文昌木兰湾等海滩，让孩子
们去捡垃圾并进行分类。

在每次公益活动中，戴佳丽注重从“认知、思考、行动、传播”四个
维度去引导孩子们。比如，在捡垃圾之前，她会让孩子们先去了解关
于海洋的基本情况，从而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捡垃圾？为什么要保护
海洋？”

“在捡完垃圾后，我们还要让孩子们将这件事传播出去，告诉并
影响更多的人，让大家都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戴佳丽说，通过
活动，许多孩子养成了好习惯，无论走到哪儿，都会随手捡拾垃圾并
把它们扔进垃圾桶。

“城市温暖日”活动也是海南蚂蚁力量儿童义工团组织的一个
重要活动，近年来吸引了超过1000组家庭参与。该活动在每年

元旦的那一天，组织小义工们在凌晨4点，在父母陪伴下，
走上街头，为深夜还在工作的人们送上温暖。

“或是一杯热气腾腾的粥、或是一个鸡蛋，让孩子们
通过亲手制作早餐，再给医生、警察、环卫工人等深夜值
守岗位的人们送去，让孩子们学会付出。”戴佳丽介绍，
有不少家长反馈，许多孩子以前不知道凌晨四点的街
头是怎样的，不知道还有这么多人在默默为城市正常
运转而辛苦付出，通过活动让孩子们认识到城市的另一

面，在心中种下了懂得感恩、健康向上的种子。
“‘勿以善小而不为’，蚂蚁力量的最终目
的，在于通过一件件小事善举，改变孩子们

对世界的认识，从而培养有社会责任感
和服务精神的人才。”戴佳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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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滩行动”中的“蓝马甲”，禁毒宣
教中的“妈妈团”，疏港保运岗位上的青
年志愿者，防汛救灾一线的爱心社工
……他们以各不相同的身影活跃在海南
建设的一线，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志愿者。

20世纪60年代，随着“学雷锋”活动
的兴起，志愿服务如同一颗种子，在海南
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那时，志愿服务
与“学雷锋”活动几乎画上等号，逐渐成
为海南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随着经济特区政策的推动，海南社
会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股东风，
也为志愿服务带来了生机。60多年的历
程中，海南志愿服务从探索起步到建章
立制，再到逐步规范和系统化发展，其中
历经数个重大节点，终于成为如今我们
熟悉的样貌。

1995年3月，海南省青年志愿者协
会的成立，标志着我省首支志愿服务队
伍的诞生。从此，志愿服务网络逐渐覆
盖省、市（县）、高校、街道和企业。

2005年6月，海南志愿者的注册工
作全面展开，一批志愿服务项目取得了
社会的广泛认可。2009年5月，海南省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海南省志愿服
务条例》，为志愿服务提供了法律的保
障，全省志愿服务逐步迈向规范化发展。

2013年，共青团海南省委发布《推动
全省志愿服务常态化发展的工作方案
（试行）》、“志愿海南”综合信息平台上线
运行、海南志愿者“蓝马甲”服装标识推
行等各项工作推进，全省志愿服务走向
常态化、整体化、系统化的阶段。

海南志愿者们来自各行各业、拥有不
同背景，志愿服务内容也随时代发展而不
断创新。总体上来看，海南志愿服务可分
作专项性志愿服务、专业性志愿服务和大
众性志愿服务三个门类。其中：

专项性志愿服务指围绕某项阶段性
或长期性工作而专门设计的志愿服务项
目，比如海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中西部
计划、博鳌亚洲论坛等大型赛会活动志
愿服务；

专业性志愿服务则需参与人员具备
一定专业技能，如法律服务、医疗卫生服
务、爱心支教和应急救援志愿服务等；

大众性志愿服务则指一些有益于
社会公益事业，主要有社区服务、文明
交通、禁毒宣教等。

此外，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志愿服
务为代表的海南特色志愿服务也在近年
来越来越引人瞩目。

海南共登记志愿服务组织

167家

志愿服务队伍超过

11900支

累计注册志愿者

150多万人

女性

4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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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蚂蚁力量儿童义工为深夜工作的人送上热茶。

⬇海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敬老团队队员在陪伴老人做游戏。

志愿者在暑假为孩子提供照护服务志愿者在暑假为孩子提供照护服务。。
海南日报记者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袁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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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
海口民间灾害应急救
援队在河南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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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蚂蚁力量
儿童义工在海边捡
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