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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设限 青春绽光彩
——记银川市西夏区残疾人创业就业者协会会长王婷

本报记者 李 莹

“一个人，不能因为身体上的
缺陷，就阻挡住她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和不断前进的愿望。”王婷，中国
肢残人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银川市西夏区残疾人创业就业者
协会会长、银川深蓝天使科贸有限
公司总经理，虽然肢体二级残疾给
她的生活设限，但她不给自己的人
生设限，勇敢追逐梦想，绽放着青春
光彩。

王婷毕业于湖北中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后毕业于宁
夏大学工商管理本科。起初，她在一
所培训学校负责就业指导、提供法律
常识咨询等，并兼任校园播音主持。
2008年她转行到一家网络公司上班，
面临新的工作环境需从头学起，3个

月后，她学会了网上办公，掌握了网
页设计，还跑起了业务。

工作表现出色又勤奋的王婷不
甘于现状，她希望通过创业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她先从夜市摆摊积累
经验，2013年 6月，在银川市残联、西
夏区残联的帮助支持下，成功入驻
西夏区残疾人创业孵化园，成立了
深蓝天使科贸有限公司，主要开展
网站、微信平台的建设及维护等工
作。随着业务量增大，她招收了 7名
残疾人，希望在自己有能力的同时，
带动帮助身边和她有相似遭遇的残
疾人，让他们自立自强，并能自己创
造财富。

在宁夏残疾人就业指导中心和
宁夏义工联合会的帮助下，王婷又成

功组建了深蓝天使团队，打造出了
“爱尚贺兰”残疾人手工艺品电商销
售平台，团队的目标是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年，在各级部门的帮助下，
王婷团队扩大了销售范围，增加了农
副产品的线上销售，开设了残疾人电
商直播平台，旨在带动更多残疾人就
业创业创收，让大家早日奔小康。

业余时间，王婷还充分发挥自己
的特长，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尽自己
所能，做一些公益事业。她常说：“我
们身体虽然有缺陷，但我们可以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012 年，尽管她行动不便，但
还是来到甘肃省陇南市文县中寨
乡麦架沟村小学参加支教工作。

在校期间她不但教授多门功课，还
担任四年级的班主任。为了帮助
改善学生的学习条件，她还发动宁
夏的朋友给学校捐赠了学习用品、
体育器材；在宁夏图书馆的支持下，
给学校带去了 390余本图书，号召社
会友人捐款 2864 元购置了火炉、烟
筒、火钳等物品，让孩子们冬天不
再受冻。

2013 年，王婷加入银川市残疾
人艺术团，多次在银川市及外市各社
区、广场、学校、戒毒所、女子监狱等
进行公益演出，将身残志坚精神和对
美好生活的渴望传递给每一名观
众。2013年 6月，她加入宁夏义工联
合会并于当年年底被该联合会评为

“宁夏优秀义工”。

“我本来就经常献血，有组织更
好，和宁夏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的
朋友一起帮助更多人。”日前，宁夏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被自治区文明
办评为 2019年自治区学雷锋志愿服
务“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奖”，服务队
正式注册队员超过 800多人。队员
中，献血超过 80次以上人员达到 17
人，献血超过 50次的达到 100多人，
有一半以上队员获得过国家无偿献
血个人奉献奖，更有多人荣获国家
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总后勤部评
选的优秀星级无偿献血志愿服务
奖，数人被授予自治区优秀志愿者
称号，多人被银川市文明办、团委授
予优秀志愿者。

成立于 2008年 12月 5日的宁夏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是一支专门服
务于无偿献血事业的公益团队，最初
的成员全部是献血超过 5次的献血
者。队员们献血之余，还积极奔走在
街头、社区、学校，用科学的知识和切
身感受鼓励更多的人正确看待献血，
踊跃加入无偿献血公益事业。

“志愿服务队的主要任务是开
展无偿献血及稀有血型宣传，在街
头招募献血者，为他们讲解献血知

识，自愿做一些端茶倒水、指导填表
的工作。没有人发工资，也没有任
何物质补助，全凭自愿。”陈荣回忆，
她在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这条路上坚
持了 12年，身边的小伙伴也从最初
的几十人变成了如今的数百人。除
了献血宣传和招募，服务队还先后
组织队员开展义务植树、关爱孤寡、
帮助血液病儿童、血液应急救治、公
益宣传等各类活动上百场，参与临
床应急救治献血上百次，累计工时
超过 41200多小时。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
键时期，陈荣和志愿队的骨干成员们
奔赴社区、高速公路路口、医院等疫
情防控前线阵地做力所能及的工
作。陈荣回忆，那段时间，招募志愿
者的工作有些困难，志愿者们达成一
致，先发动身边的亲人朋友到采血点
献血。年初至今，宁夏无偿献血志愿
服务队增加了 54名新志愿者，在血
液库存最紧张的时期，新志愿者跟随
献血车前往社区、部队等地做好宣传
接待工作，围绕街头及其献血点展开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工作，仅今年，志
愿服务工时就达到了 1287小时，大学
生群体更是团队的主力。

“烟头不落地，城市更美丽”，整
洁有序的城市环境离不开每个人的
努力。8月 29日，记者从银川市文明
办获悉，“创城”期间，来自各行各业
的数十万名志愿者，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书写着志愿者的最美风姿，感动着
身边人，温暖着银川城。

一个城市的文明，不仅体现在
街道的整洁，交通的有序，小区的
安全上，更体现在人们的心中。利
用暑假时间，银川市学雷锋服务中
心、银川市雷锋车队志愿者协会联
合兴庆区 22 小 2019 级四班志愿服

务小队员们开展的七彩假期情暖童
心活动，给每名同学留下了难忘的
回忆。小志愿者们穿着红色马甲从
兴庆区湖滨东街出发，往中山公园
方向行进，花坛里，马路边，志愿者
们不放过一个烟头，一个瓶盖，把
垃圾全部收入袋中。同时对过路行
人闯红灯，随地吐痰及时制止。有
的家长在教孩子怎样清理草坪中的
垃圾，有的家长和学生共同合作，
一个捡垃圾，一个装垃圾，践行“垃
圾不落地，兴庆区更美丽”的庄重
诺言。“银川恢复了全国文明城市

资格，我们都很自豪，这份荣誉取
得来之不易，我们要更加珍惜、爱
护，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带队
志愿者王瑞娟说。

这几天，在银川市的大街小巷
随时都能看到这样一幕，志愿者身
着红马甲不是在捡烟头，就是在规
范停放共享单车。在兴庆区新华街
一处繁华商业区前，正在重新摆放
共享单车的薛冉说，“我是一名 90
后民警，每天往返辖区 4 趟，上下班
高峰期得早早在这把共享单车摆放
整齐，不然，太影响首府城市形象

了！”薛冉告诉记者，在自己管辖范
围开展环境整治工作，规范摆放共
享单车，捡拾垃圾、烟头等本来属
于志愿服务，工作量是增加了，但
是为了能让我们生活的城市更加干
净整洁，一切都值得。

在新新小区，自治区政协等辖区
机关充分发挥党支部红色引擎作用，
以党员为先，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清扫
老旧无物业小区等志愿者服务中，践
行志愿者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理
念，共同为营造和谐、文明、宜居的生
活环境而努力。

银川志愿者让温暖无处不在
本报记者 束 蓉

宁夏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用爱心浇灌生命之花

本报记者 梁 静

本报讯（记者 束 蓉）“太好
了，在家门口就能听到雷锋的故事，
学到了很多东西。”8 月 27 日，银川
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南苑社区服
务中心内，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宣讲
人杨雅辛为社区居民讲解了雷锋短
暂却不平凡的一生。居民代表纷纷
为这次活动中参与志愿服务的小

“红领巾”们点赞。
为积极在社区内营造出学习雷

锋精神的文化氛围，从 27日开始，组
织红领巾宣讲团来到各社区开展雷
锋纪念馆“流动展馆”进社区宣讲活
动。本次活动用“流动展馆”的形式
把“微缩版”的雷锋纪念馆搬进了社
区，让雷锋精神走进社区，让社区的
居民群众详细地了解雷锋短暂而光
辉的一生，了解新时代下雷锋精神的
内涵。

此次雷锋纪念馆“流动展馆”进
社区宣讲活动中，红领巾讲解员们
依次为社区群众、党员、少先队员们

进行讲解。讲解员彭稼祥表示，主
要为社区老党员和少先队员们系统
翔实地讲解了雷锋叔叔“光辉的一
生”“永恒的精神”“永远的传承”三
大部分内容，生动再现了雷锋热爱
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理想
信念；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
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
敬业精神；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创
新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
精神。参与讲解的魏子雯告诉记
者，讲解的过程，也是自我学习、提
升的过程。

通过小志愿者的讲解，也带动
了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及家长开始了
解雷锋纪念馆，并积极参与该馆举
行的活动，认真学习雷锋精神。下
一步，银川雷锋纪念馆将进一步提
升自身综合能力，整合资源，为社区
群众讲好雷锋故事，推动形成人人
学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的良
好社会氛围。

雷锋“流动展馆”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8 月 29
日，记者从中卫市海原县义工联合
会获悉，该组织为助力周边的困境
儿童健康成长，结合腾讯公益推出

“爱领航”困境儿童陪伴成长项目，
旨在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给孩
子们常态化的陪伴。

据悉，7月 26日至 8月 14日，海
原县义工联合会在七营镇党委和政
府、县民政局和下套村两委的支持
下，携手海原县团委对接厦门大学第
二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组织当地返
乡大学生志愿者在下套村社区开展
为期 20天（厦门大学生支教老师 12
天）“爱领航”中小学生困境儿童暑期
思想引领、学业辅导、亲情陪伴、心理
辅导、素质拓展、自护教育、才艺表
演、诗歌朗诵、环境整治、微笑的蛋糕
生日会等公益服务性教学活动，并为
47名困境儿童及志愿者和支教老师
免费购买意外保险 61份。

为了做好本次“爱领航”困境儿

童陪伴服务活动，海原县义工联合
会主要负责人对厦门支教老师、当
地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和义工联志愿
者开会研究了此次开展“爱领航”困
境儿童课程的部署和相关活动策划
及注意事项，精心设计了亲子教育
课、心理辅导课、诗歌朗诵会等特色
兴趣课程及活动安排，在开展困境
儿童陪伴服务每项课程活动中，孩
子们都能够积极参与和主动配合，
并对老师主讲的各类课程通俗易
懂，切实帮助学生提高了自我表现
能力，增长了孩子们的自信心。此
次“爱领航”七彩假期活动在海原县
义工联合会和当地返乡大学生志愿
者及厦门大学支教老师的共同努力
下，通过多元化的服务方式，挖掘儿
童潜能，帮助他们自我了解、提升处
理困难以及压力能力，带领孩子走
出课堂，感受生活中的自然科学，在
快乐中成长、在欢乐中学习，促进困
境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海原“爱领航”助力困境儿童健康成长

近日，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
平台自律公约升级版在京发布。自
律公约升级版将一般的单次求助金
额限定在 50 万元，平台应当对发起
人及求助人的身份证明进行审核，如
经查实求助人、发起人发布的信息虚
假的，平台应当开通退款通道并追究
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爱心筹、轻松
筹、水滴筹、360大病筹联合签署了该
公约。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逾 500
万个家庭通过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
服务平台发布求助信息，获得了超过
20亿人次爱心人士的响应，但也出现
了不少的负面消息。

此次发布的升级版自律公约共
42条，针对个人求助发起人履行信
息公开义务不到位的问题，增加了
平台的督促义务，并在筹款完成之

后的使用环节增加了对救助款打款
对象的限制，着力保证资金安全、符
合赠予意愿。对于额度高、信息公
示有缺失的，尽可能打款给医疗机
构，或者采用分批拨款的方式，保障
其医疗用途。

自律公约升级版规定，平台应
对社会公众进行风险提示，特别是
对发起人发起求助前就进行诚信义
务的提示，要求作出守信承诺，并且
明确告知公众个人大病求助信息不
属于慈善募捐信息，真实性由发起人
负责。

与此同时公约新增一条规定：平
台应当及时公示在运作过程中产生
的项目完成程度、病情进展、投诉举
报的回应、剩余款项的使用等其他重
要信息。

记者注意到，自律公约升级版将

一般的单次求助金额限定在 50 万
元；对于超过 50万元的，增加了平台
的事前审核把关。对于单次求助金
额超过 50 万元的，发起人应当提交
具有相关资质的医疗机构书面证明,
由平台审核并公示后发起筹款链
接；再次求助且累计筹款已经超过
50万元的，发起人应当提交医疗花费
清单。

针对恶性竞争，自律公约升级
版规定，不得采取编造、传播虚假
信息或误导性信息等任何方式贬
低、诋毁其他平台的声誉；不得对
服务质量、用户评价等做虚假或误
导性宣传；不得通过购买其他平台

“竞价关键字”等方式，恶意导流；
不得使用“恶意点击”等方式进行
不正当竞争。

记者发现，近年来发生过多起个

人求助筹款完成后，所筹款项用于大
病治疗之后仍有剩余的事件，自律公
约升级版对于这种情况，明确规定其
处理方式为按原路退还赠予人，并应
当在前期发起人于平台发起求助时
即以协议进行约定。发起人、求助人
如果拟将剩余款项捐赠相关慈善组
织等用途的，应当通过公示的形式征
求赠予人意见。

针对慈善活动与个人大病求助
容易混淆的问题，自律公约升级版增
加了平台的宣传义务，要求平台在宣
传材料中线下平台推广活动中不得使
用“民政指定、认定、认可及民政部指
定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
台”等描述；增加了平台对求助人的教
育义务，要求平台应当教育潜在求助
人按照实际困难进行求助，不滥用和
伤害公众爱心。（据《人民政协报》）

互联网大病求助平台发布升级版自律公约
众筹类平台单次求助金额不超50万元

本报讯（记者 王 飞） 8 月 25
日，银川市图书馆联合新华街街道
办事处共同举办了“‘乐’阅读‘趣’
生活残障读者读书分享会”。

本次读书分享会分为读书交流
及兴趣分享、书签制作赠送与图书馆
参观体验三个环节。来自新华街街
道残障读者们与图书馆的阅读爱好
者及志愿者相聚在图书馆四楼读书
沙龙会场，以书会友，“乐”“趣”分
享。精彩片段的朗读、人物形象的点
评，结合自身体会的“乐”阅读分享引
起了书友们内心的共鸣。参加读书
会的读者朋友谈到以书为友，不仅让
自己变得坚强开朗，还影响着身边的
残疾人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通过自
己的巧手慧眼让生活变得有趣而多

彩。在“趣”生活分享中，孙冬梅、苏
燕等残障读者的美食、摄影、葫芦烙
画作品分享，让书友们感受到她们
对生活的感恩和热爱。在轻松愉快
的交流氛围下，大家动手制作书签
并在书签上写上寄语相互赠送。活
动最后，残障读者在志愿者的帮助
下，一起参观了图书馆。通过图书
馆工作人员的介绍，每一名残障读
者对银川市图书馆免费开放资源有
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激发了他们阅
读的兴趣。

“乐”阅读“趣”生活残障读者
读书分享会是今年银川市图书馆扩
大特殊群体阅读服务范围，开启为
残障读者提供阅读服务之窗的启幕
活动。

银川市图书馆举办残障读者读书分享会

8 月 29 日，银川市残疾
人联合会与银川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联合举办“体验
无障碍环境，感受城市发展
变化”残疾人预防宣传活
动，呼吁全社会关注残疾
人，关注残疾人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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