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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儿子的捐献遗愿
时，心都碎了，但我们理解并支持孩
子这伟大的善举，并为他骄傲。因
为我们知道，孩子的捐献，能让那些
在黑暗中无望的患者重见光明，也
是对我们莫大的安慰与希望。”近
日，“生命・希望”清明节缅怀纪念
遗体器官捐献者暨宁夏实施人体器
官捐献 10周年公益活动在宁夏遗体
和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园（银川市
松鹤陵园）庄重举行。说到捐赠初心
时，捐赠者国伟的母亲泪如雨下。

遗体和器官捐献事业是“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是
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更是挽救
垂危生命、传递人间大爱、展示人性
光辉、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崇高行
为，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路径。截至目前，全区累计
实现自愿无偿造血干细胞捐献 150
例、遗体捐献 123例、器官捐献 8例、
眼角膜捐献 60例，成功挽救 170人生
命，让 176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3.8

万余人完成人体器官捐献登记。
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爱心人士

的生命绝唱。我区 90 岁高龄抗美
援朝老兵余志光因病逝世后捐献了
遗体，为党为国奉献了一生。2022
年 1月，老人生前病情加重，在遗体
捐献志愿登记表上签名时说：“党教
育我们要始终为人民服务，现在我
打算把自己捐献给国家，尽最后一
点力量。”人民教师哈先甲捐献眼角
膜点燃他人光明；爱心人士吴菊英
和老伴叶玉龙先后捐献眼角膜和遗
体，携手完成生命最后的约定；遗体
和眼角膜捐献者王粉银的家属在银
川市松鹤陵园纪念碑上预留了位
置，以此寄托思念和情感。像这样
感人至深的捐献事迹还有很多，让
所见所闻者深受教育、深受感动。

正如捐献者孙先生的母亲所
言：“儿子虽然救不活了，但是把他
的器官捐献出来，就能帮助别的病
人继续活下去……”他们用生命最
后的光芒照亮他人的生命之路，用

无私选择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在于
奉献”的崇高哲理，他们的名字将永
远镌刻在宁夏文明发展的丰碑上。

2024年，受赠心脏的张先生感
慨道，移植心脏已有 8个多月，他的
生命得到了延续，特别感恩捐赠人，
给了他二次生命。今年 34 岁的
张先生于 2024年 3月查出急性心力
衰竭后，他在家属的陪同下从彭阳
赶到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就诊。幸
运的是，1个月后他就等到了适配的
心脏，延续了宝贵的生命。

捐赠者的家属代表王女士说：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我们这
些捐献者家属，在亲人离去、含着泪
水和悲痛中，遵循他们的遗愿，需要
多么大的决心，目的就是让更多的
生命得到重生的希望，给更多的家
庭带来健康幸福的生活。我相信，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社会
就会多一分温暖、少一些病痛的折
磨，就会多一份期望，让更多的患者
明天的生活更美好。”

“大姐，最近天气不好，你把需
要买的东西告诉我，我帮你跑腿。”
连日来的低温沙尘天气，给社区高
龄老人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在兴
庆区新宁社区，有一支“老伙伴志愿
团”，他们关爱社区高龄老人、社区
特殊困难人群，积极参与社区志愿
活动，活跃在志愿服务的第一线，成
为兴庆区老年志愿服务的一道独特
风景。

“蒋师傅，今天我累得走不动
路了，你帮我捎点菜回来，挑新鲜的
买。”近日，兴庆区新宁社区宁夏日
报社家属院里，王阿姨站在窗边，朝
着楼下院子里的“老伙伴志愿团”成员
蒋中山大声喊道。没过多久，蒋中山
就拎着各类精心挑选的新鲜蔬菜
送到王阿姨家中。据了解，新宁社
区辖区 14 个老旧小区分别坐落于
两条巷子里，这里住着许多行动不
便、子女又经常不在身边的老年
人，平时老人家里需要买菜、买药、
清掏下水、购电买水的事情，就由

蒋中山“代劳”了。
宁夏日报社家属院独居老人

李奶奶，年过八旬，腿脚不便。蒋中山
得知后，主动上门照顾，定期为李奶奶
送去生活必需品，还陪她聊天解
闷。李奶奶感动地说：“蒋师傅就像
我的亲人一样，没有他，我真不知道
该怎么办。”

在新宁社区，像蒋中山这样活
跃在社区互助里的热心人，一共有
19人。自 2024年起，新宁社区充分
发挥党员志愿者、微网格长的带头
作用，精心组建了“老伙伴志愿团”，
成员主要由社区内身体健康、热心
公益的退休老人组成。志愿团重点
聚焦高龄、独居、残疾等特殊困难老
人群体，与 28 位老人结成帮扶对
子。社区创新性地推出“三个一”服
务机制：每天与老人见上一面，了解
他们的日常状况；每周和老人深入
聊一聊，关心他们的内心需求；每月
组织一次集中活动，丰富老人的精
神文化生活。通过一系列举措，逐

步构建起“社区引导+群众自治”的
互助网络，让温暖在社区的每一个
角落传递。

“我们住的地方都是老旧小
区，这边住的老年人居多，收入水
平不高，家里有时候下水堵塞，我
就帮忙给修了！”家住新宁社区百
货小区的罗进国，同样是“老伙伴
志愿团”中的一员。自住进小区 13
年来，已成了新宁社区的义务“水
暖维修工”，谁家暖气、上下水出了
问题，大家都愿意找他帮忙。2020
年，小区一位老人的卫生间化粪池
管道坏了，污水流了一地，异味直
蹿鼻子，联系多家维修公司都因出
价太低或太脏而不愿干。罗进国
得知情况后，毫不犹豫地赶到了现
场，戴上手套和口罩，开始清理，经
过几个小时的忙碌，他成功疏通并
修好了管道，解决了老人家中上下
水问题。

蒋中山、罗进国的无私奉献让
社区里不少居民深受触动，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老伙伴志愿团”，一起
为社区里的老年人和困难居民提供
帮助。在国庆节文艺汇演活动中，
大家积极弘扬敬老爱老的传统美
德；在春节开展的戏曲进社区活动
中，老人们挥毫泼墨，将满满的新春
祝福传递给每一户居民；日常生活
中，他们帮忙修家电、照顾孤寡老
人，还有的帮忙打扫卫生……自“老
伙伴志愿团”成立以来，社区里的氛
围变得更加温馨和睦，大家的心也
更加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老伙伴志愿团’用实际行动
传递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理
念，成为社区中不可或缺的公益力
量。”新宁社区党委书记张娟表示，
今后还将因地制宜，推进老年志愿
团队项目多元化发展，针对居民群
众的实际需要，提供群众最需要的
服务，扶持社区常态化组织开展适
合老年人的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
引导老年人积极发挥作用，为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银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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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小刚（化名）时，他不时大
叫的样子令我心生畏惧，我担心自己
无法做好志愿服务，更害怕不经意间
伤害到他脆弱的心灵。”今年，就读宁
夏大学新华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小马成为了一名助残志愿者。在我
区一家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开展志
愿服务时，她首次接触这些被称为

“星星的孩子”时，内心充满担忧和恐
惧。然而，小马很快发现，这些孩子
就像小天使一般，在开展互动游戏
时，他们露出纯真的笑容，与小马手
牵手，让小马渐渐地融入其中，内心
的恐慌也渐渐消散。

小马回忆，在与这些“星星的孩
子”相处过程中，无论是唱歌、游戏还
是黏土活动，都充满了欢声笑语。活
动结束后，很多孩子招手和志愿者说
再见，但小刚却一直跟着小马，走到大
门口。他没有哭闹，只是静静地靠着
墙，眼神里满是不舍，那一声声“姐姐”
的呼喊，直刺小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小马大声招呼小刚回去，但孩子依然执
着地站在门口，直到大门落锁。当小马
走出一段距离再回望，孩子双手举过头
顶用力挥舞，那画面瞬间温暖了小马。

“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他唯一能拼尽全
力表达情感的方式。那小小的身影，在我
的视线中逐渐模糊，却在我的记忆里
愈发清晰……”小马说。这一幕，被小
马用手机记录下来，成为她心中最珍贵
的画面。

这些经历让小马深切体会到奉
献的美好，让她对自己的生活与追
求有了全新的感悟。她盼着能延续
爱心之旅，和这些特别的孩子同行。

孤独症是以社交沟通障碍、重
复刻板行为和狭隘的兴趣为主要表
现的广泛性神经发育障碍，患者被
称为“星星的孩子”。根据世界卫生
组织统计，全球发病率约为 1%，男
性多于女性，但女性症状往往更严
重，且 70%以上的患者伴有其他疾

病，如癫痫、智力障碍等。随着社会
认知的提升和医学研究的深入，孤
独症已不再是“无解难题”，早期发
现、科学干预和社会支持，为患者及
家庭带来更多希望。

在自治区残联的悉心指导与大
力支持下，宁夏智力残疾人及亲友
协会携手宁夏大学新华学院心理教
研室，于 2024年 9月 18日正式启动
了“千人万众 阳光伙伴”助残志愿
服务项目。该项目旨在召集千名志
愿者，为万名残疾青少年及其家庭
提供有力的心理支持。通过提升残
疾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协助他
们更好地融入社会，为未来的就业
创业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让残疾青
少年都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自
项目开展以来，宁夏残联积极探索创
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服务
模式，为残障青少年及家庭提供了全
方位、多层次的服务。

由宁夏大学新华学院心理教研
室主任王文达带领的专家团队授
课，大学生志愿者们纷纷行动起来，
他们深入残疾人家庭，开展“惠残政
策进万家”与卫生清扫行动。一方
面，将惠残政策精准地传递给每一
个残疾人家庭，有效提升政策知晓
率；另一方面，志愿者们不仅帮助他
们打扫卫生、整理家居，还给予“一
对一”的心理支持与陪伴，让残疾人
家庭切实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温
暖，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与
获得感。在社会层面，项目也产生
较为广泛的积极影响，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志愿者和社区居民踊跃参
与，共同为残疾青少年融入社会营
造了良好的环境。截至目前，项目
受益人数已达 15600余人，招募并参
与的志愿者达 1000余人次，覆盖了
不同年龄段、不同残疾类型的青少
年群体及其家庭，千人播种阳光，万
众收获希望。

聚“银发”力量 展“桑榆”担当
——兴庆区新宁社区“老伙伴志愿团”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

本报记者 纳紫璇

一名助残志愿者的心声：

我愿与“星星的孩子”同行
本报记者 束 蓉

用大爱善举点亮他人生命的曙光
——宁夏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已达3.8万余人

本报记者 束 蓉

4 月 1 日，在德宏芒市国际
机场，工作人员将捐赠的医用
物资运上飞机。

当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
颇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通过航空
方式向缅甸卫生部捐赠一批价
值 24 万余元的医用物资，支援
缅甸地震救灾工作。

据了解，这是德宏州政府
捐赠给缅甸受灾地区的第二批
物资。 新华社发

新华社沈阳4月1日电“生命·
希望——2025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
怀纪念暨宣传普及活动”4月 1日先
后在沈阳西郊卧龙墓园和中国医
科大学和平校区礼堂举行。记者
从活动上获悉，截至目前全国累计
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超过 705
万，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5.8
万余例、遗体捐献 6.3万余例、角膜
捐献 11 万余片，挽救了 17 万余名

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为 10万余人
带来光明。

据介绍，全国已建成人体器官
捐献者缅怀纪念场所 280 余处，每
年清明节期间，各地红十字会都会
举办形式多样的缅怀纪念活动，营
造捐献光荣的社会氛围，呼吁更多
人参与到器官捐献这项大爱奉献的
事业中来。

本次活动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人体
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办。国家卫生健
康委等相关部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东亚地区代表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
会国际联合会东亚地区代表处等有关
单位，全国各省级红十字会、器官捐献
管理机构、器官获取组织，以及捐献者
家属、移植受者、协调员、志愿者、医学
生及社会爱心人士等社会各界代表
350余人参加活动。

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超过705万

当数字传媒遇上耄耋之年的天安
门情结，一场跨越时空的温情互动在
花石镇中心敬老院徐徐展开。近日，湘
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本科生第二党
支部成员化身“圆梦摄影师”，运用专业
技术为老人拍摄“天安门合影”，以新时
代青年特有的方式赓续雷锋精神。

“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就是天安门，
年轻时候要养家，现在腿脚又不利
索……”80岁的老党员陈爷爷摩挲着
泛黄的旧照片，眼中泛着泪光。志愿
者们通过前期走访发现，院内超过80%
的老人都怀揣对首都的深切向往，但因
身体、经济等原因始终未能成行。

现场，志愿者们搭建起摄影棚，精
心布置好天安门幕布背景，确定拍摄
角度，同时通过手势和简单方言耐心
与老人们沟通，细致指导他们调整姿
势与表情，确保“圆梦照片”自然生
动。伴随着清脆的快门声，一张张布
满岁月痕迹但又幸福灿烂的笑容被定
格在镜头中。

本次活动共为 40 余名老人拍摄
照片，所有装裱完成的合影照片已无
偿赠送到老人手中。

“盼了这么多年，今天终于圆梦
了，谢谢你们！”83岁的原文工团团长
彭奶奶看到自己“坐”在天安门城楼前
的照片激动地说。

用新闻传播专业技能为老年人圆
梦，不仅延续了学院“专业特色+志愿
服务”的传统，更是将“技术赋能”与

“精神赡养”相结合，通过双向赋能构
建服务新范式。未来，学院将继续引
导青年学子把专业优势转化为服务社
会的实践能力，让志愿服务既有情感
温度又有时代厚度。

“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帮扶，这种精
神层面的关怀更触动人心，快门按下
的不仅是影像，更是两代人的情感联
结，太感谢你们了！”敬老院院长彭金凡
称赞说。 （据人民网）

记者从 2025年福建省民政工作
会议上获悉：今年，福建将深化老龄
工作和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统筹推
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培训养老服务从业人员 1万人次。

福建将深入推进“福享乐龄”老
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快完善“福见
康养”幸福养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

“银龄行动”，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
统筹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
发展，助力加快发展“银发经济”；加
强高龄、失能、独居等老人探访关
爱，探索推进“一老一小”家政服务、
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乡镇敬老
院转型升级、农村“幸福里”社区等
创新试点。 （据《人民日报》）

近期，在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
西郊街道崇文社区的居民小区内，
35户独居老人的窗帘总是被人“盯
着”，而且还要每天早晚按时“打
卡”。原来，这是崇文社区探索开展
的“窗帘打卡”签到行动，28名志愿者
与 35户独居老人用窗帘立下暖心约
定，以此来确定独居老人一切安好。

楼外是社区干部、热心居民组成
的“助老”志愿服务队，楼内是独居的
高龄老人，他们之间的“暗号”，就是屋
内每天早上 8:30之前、下午 7:30之后
分别拉开或闭合的窗帘。被帮扶的老
人每天以拉窗帘为“暗号”，向志愿者
报平安。一旦被帮扶的老人“爽约”，
帮扶者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老人
健康状况并联系街道、社区和老人家属。

据了解，“窗帘之约”源自一场
误会。去年年底，社区工作人员开

展日常摸排走访时，一户老人家中
窗帘紧闭，电话无人应答，社区工作
人员意识到老人可能出现异常，后
经多方联络寻找，最后才确认老人
外出锻炼身体，未能及时接听电话。

西郊街道崇文社区 60岁以上独
居或老两口居住老人占 65%以上，针
对这种情况，该社区对独居、孤寡老
人进行全面摸排，并建立助老台账，
与老人协商开展“窗帘打卡”行动。

“自从开展‘窗帘打卡’之后，感
觉自己的生活有规律了，安全更有
保障了。”71 岁孤寡老人赵存英对

“窗帘打卡”行动赞不绝口。
目前，崇文社区“窗帘打卡”行

动已延伸拓展到药品代购、下水管
道疏通、节日慰问等方面，通过“窗
帘打卡”，让独居老人们收获了越来
越多的关爱。 （据央广网）

福建将培训养老服务人员1万人次

甘肃平凉崆峒区：

35户老人的“窗帘之约”

大学生无偿为
40余名老人拍摄合影

本报讯（记者 梁 静）日前，青铜
峡市残疾人康复和就业服务中心、青
铜峡市第五小学唐源分校、宁夏民族
职业技术学院幼儿教育系阳光春蕾志
愿服务队，联合开展“星心相融 爱满
星河”康教融合公益活动，为“星星的
孩子”搭建起与社会互动的桥梁，让爱
的暖流在春日的校园里涌动。

活动中，42 个特需家庭、20 名
爱心志愿者、百余名小学师生和 12
名康复教师共同参加，精彩的节目
不时赢得师生们的阵阵掌声。在爱
心义卖活动中，“星星的孩子”与唐
源分校学生共同化身爱心小天使，
将自己的闲置物品与同伴分享、交
换。志愿者们还精心设计了一系列

适合孩子们参与的趣味游戏，大家
在一起亲密互动、携手合作，促进彼
此间的交流与理解，让孩子们在欢声
笑语中感受到伙伴的关爱与支持。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为“星星
的孩子”提供了一个走出自我、融入
社会的机会，更激发了普通孩子的
爱心，进一步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孤
独症群体的关注、包容与接纳。

青铜峡市残疾人康复和就业服
务中心副主任郝思佳说：“我们希望
通过此次活动，为特需儿童创造更
加宽容和友好的生活、学习环境，不
断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提升学习融
合能力，向他们传递更多的关心和
关爱，给予他们实实在在的帮助。”

青铜峡市开展“世界孤独症日”
康教融合公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