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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处可见的志愿者身影，让上海这座现代大都市充满温
暖。无论是在火车站、机场，还是在医院、博物馆，或者在大街
上、社区里，只要你需要帮助，就可以找志愿者。

上海注册的志愿者有 160 多万，没有注册的不计其数。
区别在于前者专业性更强，如急难救助、为自闭症孩子提供陪
护，后者是面向社会大众需求日益广泛的普通项目。也因此，
一些志愿者服务基地干脆就叫“雷锋驿站”，让人一目了然。

上海志愿者第一次在国际上广受赞誉是 2010 年上海世
博会上，近 200 万志愿者的优质服务给世界留下美好印象。
此后的志愿服务保障了在上海举办的一系列大型活动顺利
进行。

一支支志愿者队伍热情有加训练有素，显示出上海志愿
者工作组织性强、社会参与度高的特点。上海市志愿者协会
秘书长陈麟辉告诉记者，上海市志愿服务工作由市文明委统
一领导，市文明办统筹协调，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文明办志愿服
务工作处处长。工青妇教委民政等部门共同参与志愿者工
作，再融合各大志愿者组织，建设志愿者服务总队和基地，开
发设立服务岗位。如此，上海才有了吸引广大市民群众特别
是青年学生和白领共同参与志愿服务的新气象。

在上海有志于成为一个志愿者，只需登录上海志愿者
网。这个最大的上海志愿者服务平台上有志愿者服务项目
40000 多个，其中 7000 多个是经常性开展活动的活跃项
目，志愿者可根据自己的服务意愿和专业特长自主选择项目
实现对接，还可以在前年开始建立的上海各街镇社区志愿服
务中心以及村和居委会的志愿服务站实现供需对接，提供邻
里守望、助老助残、阿拉环保等志愿服务。

陈麟辉向记者介绍了两位杰出的志愿者：外来务工者殷
仁俊坚持 25 年，每周抽出 1 天时间为福利院和社区孤寡老人
义务理发，对有困难的残疾人提供上门服务，每月 20 日参加
南京路上学雷锋活动。坐轮椅的退休女教师黄吉人是位智力
助残志愿者，16 年来牵线组织上海高校师生和社会爱心单位
及热心助残人士，帮助过近 5000人。

陈麟辉说，“我们两年一次评选表彰这些杰出志愿者，去
年评选出 10 名杰出志愿者、10 名杰出志愿者提名、470 名优
秀志愿者、155 名优秀组织者和 20 个志愿者服务基地、20 个
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品牌。通过表彰，志愿服务精神得到激励，
志愿服务社会影响得到扩大。”

当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工
作人员把热乎乎的甜粥捧到林欣牧老阿
伯面前时，这位 88 岁老人依然清晰地记
得，这已经是社区工作人员和他一起过
的第 10个“拗九节”了。

农历正月廿九，是福州市传统的“拗
九节”。这一天，凡已出嫁的女子都要煮
拗九粥，回家探望父母与长辈，因此拗九
粥也称“孝顺粥”。2005 年，顺应市民的
呼吁，福州市将“拗九节”提升打造为引
领孝亲敬老、邻里守望社会风尚的节日，
让“孝老敬老”之风在节日文化中绽放光
彩。10 年来，拗九节庆活动从一家一户
的儿女感恩之行，升华为千家万户敬老
爱老的社会风尚，成为福州市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的
有效抓手。

经过 10 年的培育和发展，“拗九节”
的内涵不断提升、形式不断延伸：活动时
间从拗九当天拓展为孝老爱亲周；活动
形式从送“拗九粥”拓展出陪伴老人读报
聊天、老人文艺汇演、健身比赛、拗九节
俗讲座等全新的形式。各种孝老敬老活
动与志愿活动、关爱空巢老人和助老延
伸服务紧密结合，从节日期间向平时延
伸，从城区向乡村延伸、向民间社会组织
延伸，家庭、社区、单位、学校都有形式丰
富多彩、百姓喜闻乐见的孝老敬老主题
活动。

充分运用志愿服务平台，发动群众

广泛参与，是福州市“拗九节”活动的另一
特色。近年来，每逢拗九时节，市民们便自
发组建起百余支“邻里守望志愿服务小分
队”，给困难老人送去“爱心联络卡”，实名
进行长期的结对帮扶和楼门互助，不仅使
老人时刻感受到温暖，也使“拗九节”成为
常态化的帮扶载体。在各类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下，每年由乡村、居委会、爱心企业和
社会组织举办的针对老年人的义诊、闽剧
表演、“千叟宴”等各类敬老活动，都受到
广大老年人的喜爱和欢迎。由各级团组织
和学校组织的青少年学生为老人制作一
份贺卡、煮一碗拗九粥、梳一次头等“八个
一”活动以及拗九感言征集、网上“虚拟煮
粥”游戏等主题活动，则让广大未成年人

在参与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为了在全社会倡导“人人尊老、处处

敬老”的风气，福州市充分发挥各类媒介
作用，通过在全市各级各类媒体上推广
传唱福州方言拗九歌曲，制作播出孝老
敬老电视公益宣传片和公益广告等方
式，发动和引导各街镇（村）、社区、学校、
单位因地制宜广泛组织形式多样的敬老
活动。仅 2014 年，全市就举办市级大型
主场活动 7 场，县区级活动 100 多场，向
近万名老人代表送去“幸福之粥”。同时，
将全市性的“好女儿”、“好媳妇”、“好护
工”、孝亲之星、敬老之星等形式多样的
评选表彰活动与“拗九节”结合起来，使

“拗九节”的内涵得到深化和提升。

辽宁曾走出两位雷锋，一位来自抚顺，是以无私奉献精神
照耀我们心灵的雷锋。还有一位来自鞍钢，是在新世纪被称
为“雷锋式好人”的郭明义。

两代被大家所熟知的“雷锋”，一直是辽宁精神文明建设
特别是开展志愿服务的宝贵财富。近几年，辽宁充分发挥两
代“雷锋”这一特殊优势，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坚
持品牌化引领、项目化开展、常态化推进，持之以恒开展学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如今，人数达 330 万的庞大志愿服务队伍，
让志愿服务文化深深植根于辽沈大地。

在辽宁开原农村，每到农忙时节村民都皱起眉头：偌大的
土地，靠着留守的几个青壮劳力哪里种得过来？在雷锋、郭明
义精神引领下成立的农村互助志愿服务组，一下子解决了这
个难题。开原市推动成立的 150 多个志愿服务队成为解决留
守农民生产难题的好帮手。农村志愿互助服务组不仅解决生
产问题，一批农民生活困难、农村社会管理的难题也得到了有
效解决。开原的农村互助志愿服务组如今展现出在生产发展
上互助，加快创业致富；在家庭生活上互助，促进乡风文明；在
文化活动上互助，丰富农民的精神文明生活；在公益活动上互
助，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的功效，目前已惠及 10 多万人，得到当
地农民的支持和认可。

目前，辽宁开展的“跟着郭明义学雷锋”活动正成为辽宁
志愿者凝聚人气的志愿服务品牌。近几年，各种志愿服务组
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起来。“郭明义爱心团队”已由 2009
年的 3000 多名志愿者发展到覆盖全省 14 个市，有分队 300
多支、成员 30多万人的庞大志愿服务队。

辽宁省文明办主任戴小梅表示，新时期、新任务、新要求，
弘扬雷锋精神、志愿服务理念，需要与时俱进、永不懈怠的勇
气和创新精神。自去年以来，辽宁积极探索学雷锋志愿服务
项目化工作新模式，使之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有效载体。

2014 年初，辽宁围绕城市志愿服务在物业服务企业开展
以“友善服务、友善助困”为主题的学雷锋活动，沈阳率先开展
试点，15 家物业公司为试点企业。物业公司员工结合居民需
求和意见改进工作，为业主提供便民车、爱心伞、免费更换水
龙头和灯管等服务，并开展定期为空巢老人家庭打扫卫生、对
60 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义诊、卫生知识讲座等集中性学雷锋
活动，将“学习雷锋、践行友善”的理念紧密融入企业文化，得
到员工积极响应和参与，受到沈阳市民的热烈欢迎。如今，雷
锋精神和志愿服务理念在新时期的辽沈大地不断深入人心。

今年春节，成都发布文明旅游倡议
书，倡导市民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
从点滴做起，做到规范举止、文明旅游，
力争把成都建设成全国文明旅游的示范
城市。倡议发布后，广大市民纷纷“点
赞”并积极践行。

倡导“文明旅游”，仅仅是成都深入
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成都市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深
入挖掘道德榜样身边好人，加强城乡环
境综合治理，不断深化拓展各种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城市文明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自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后，成都在每年的全国文明城市文明程
度指数测评中均位居前列。

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成都创
新多种方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让 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融入
各项文化活动中，还融入街头巷尾、乡村
社区，以及成都市民的言行举止之中。
无论是漫画、文化墙、文化长廊、动画片
等多种形态的存在，还是那一个个感人
的故事、朴实的言语，都在时时刻刻诠释
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华社区是成都市成华区巷子数量
最多的社区。走进被居民院落围绕而成
的几条小巷，只见两侧川西民居的外墙
被设计成文化墙，图说文明、道德漫画、
格言警句、文明知识、依法治国与廉政等
都通过各种方式上墙，直观地展现在居
民面前。成都道德模范故事也通过浮

雕、漫画等形式呈现。道德文化、法治廉
政文化、讲文明树新风、“身边好人”文化
在这里聚集，让建华社区成为远近闻名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主题街
区，向市民传递正能量。

追寻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成都特色，有两个地方不得不去，一个
是位于龙泉驿区的成都“好人公园”，一
个是位于郫县的成都法治文化公园。这
是全国首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主题的公园，让漫步其中的市民游客在
潜移默化中接受道德和法治的洗礼，成
为成都文明建设中的一大亮点。

在成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再
是简单的 24 个字，而是浸润到了市民的
心中，落实到了日常生活的言行之中。
2014 年，成都市举办“好家训 好家风”
征集评选活动，近百个成都优秀家庭的
家训、家风故事得到展示。在成都，还有
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他们每一天都在用
自己的言行举止，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内涵。

建一座“志愿者之城”

正月初七，春节大假后上班第一天，成都
市新鸿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站的蔡丽已经
马不停蹄地忙着处理社区志愿者提出的
各类服务申请了。近年来，成都积极推进
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扎实构筑志愿服
务站点，精细实施各项志愿服务活动，切
实加大志愿服务宣传，志愿服务工作取
得新的成效。根据最新统计，截至 2月 25
日，成都注册志愿者人数超过 138 万人，
志愿服务队伍达 15000 多支，每 10 个成

都人中就有 1个是注册志愿者。
2014 年，成都创新性开展形式多

样、覆盖面广泛的志愿服务特色活动，打
造了“一针一线”妇女居家就业扶贫、“守
护天使”关爱困境儿童、“点赞成都公益·
码上爱”新媒体运用公益项目大赛、“成
都有爱·云聚公益”等社区志愿服务品
牌。成都街头、院落、乡村闪动的小红
帽、蓝马甲，成为成都大街小巷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

去年 9 月，成都还在全国率先启动
全国雷锋精神种子工程，在成都公益组
织服务园正式设立全国首个雷锋精神种
子志愿服务站。作为全国雷锋精神种子
试点先行示范第 1 站，成都在各市级机
关、文明单位、道德讲堂总堂、学校等地
陆续举行了 15场雷锋精神报告会。

为了进一步完善激励回馈制度，目
前成都已经开始推行志愿者星级认定制
度，对志愿者进行星级认定，褒扬和嘉奖
优秀志愿者，授予荣誉称号，鼓励公共资
源优先或免费向优秀志愿者开放、提供，
加大对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的扶持力度，
鼓励在校学生人人参加志愿服务，可将
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折算成社会实践学
分。成都的愿景是，经过 3—5 年的努力，
全市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常住人口比例将
达 8%以上，成为一座“志愿者之城”。

公益广告让城市更美

行走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一幅幅公
益广告让人印象深刻。在城市的街道、广
场、公园、在建工地、院落等地，剪纸、蜀
绣、水墨画等具有成都味道的公益广告

随处可见，让人难忘。
成都把传播公益广告作为引领文明

风尚、提升市民素质的重要举措，去年以
来，采取公开征集、组织创作等方式，推
出了一批有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的
原创公益作品，吸引了市民的广泛关注
和积极参与。同时，成都积极拓展公益
广告宣传渠道，将公益广告由点到线、由
线到面串联起来，让公益广告从城市到
农村、从街道到院落、从公园到广场组成
了一幅生动的画面。家住成都市白果林
社区的居民刘大姐说，院子里的公益广
告起到的作用非常明显，每天抬头不见
低头见，大家的印象很深，这种作用不仅
体现在大人身上，也让小孩从小就培养
了正确的价值观。

不仅如此，成都还结合春节、“五一”
等节日，集中推出“文明用餐”和“文明旅
游”公益广告宣传片，使“不剩菜剩饭、吃
不完打包”和“文明旅游，遵德守礼”的文
明理念深入人心。2014 年，成都在 5 月
18 日“全国助残日”、6 月 10 日“全国低
碳日”和 9 月 20 日“公民道德宣传日”分
别投放以“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
人”、“建设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主题的公益广告，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在四川省社科院教授胡光伟看来，
随处可见的公益广告传播的是道德和价
值观念，通过公益广告这种形式，让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德守礼、爱护环境等
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在人们中间产生积
极的影响，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规范行
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广泛传递新风正
气，传播文明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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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一 家 之 孝 到 全 民 敬 老
——福州市创新传统节俗倡导敬老爱老社会风尚

本报记者 石 伟

上海：

有 困 难 找 志 愿 者
本报记者 沈则瑾

辽宁：

两代“雷锋”带出330万志愿者
本报记者 张允强 苏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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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在乡（镇）、村张贴道德“红黄蓝榜”，让好人好事

上红榜，不道德行为上黄榜，改过自新者上蓝榜。小小一张榜单，从邻里乡亲的

身边人、身边事找到了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突破口，在提升村民思想道德水

准、倡导文明乡风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据了解，道德“红黄蓝榜”目前已推广至兴庆区的各个乡镇和村落，成为备受

村民关注的光荣榜和曝光台。不仅引导村民弘扬尊老爱幼、家庭和睦、邻里团结

等传统美德，也对乡村干部的工作起到监督作用。

图①工作人员在张贴本月的道德“红黄蓝榜”人员及事迹。

图②村民在票上填写本月村里发生的好人好事和不文明行为。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一 张 榜 单一 张 榜 单““ 晒晒 ””出 乡 风 新 貌出 乡 风 新 貌

被称为“雷锋式好人”的郭明义为患股骨头坏死的鞍山出

租车司机王勇筹集治疗费用，帮他顺利完成了股骨头关节置

换手术。 本报记者 张允强摄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