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者“格言”
“有人会问，做志愿者究竟能够带来什么？首先

志愿服务会给我们个人带来变化，其次志愿服务也会
给我们的服务对象带来变化。” ——张楠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企业基层工人、一个河
南青年，但我坚信和固守的是一个信念——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追求的是一种精神——即平凡之中的
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强烈责
任感的‘三平’精神！” ——刘磊

“人需要快乐，快乐的来源多种多样，但奉献的快
乐却是其他快乐不能比拟的。” ——李新军

“做一名志愿者的真正意义在于奉献和付出，心
中有他人，心中便有了爱和快乐！” ——毛艳

“作为志愿者，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我们
做的事情也许很平常，但是精神伟大！”——余思思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的志愿者服务项目
也在一次次创新，但是我们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宗旨
从未改变。” ——王奕

“我喜欢青年志愿者这个群体，帮助了他人，快
乐了自己。” ——姜建宇

“有人说志愿者就是‘作秀’，那我想我一直要作这
场秀，并希望加入‘作秀’行列的人越多越好。这种公
益的秀要比不切实际的口号强太多！” ——张成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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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志愿服务
参与志愿者活动，张楠已度过 7个春秋。从 2004年开

始，他便致力于关于“艾滋病”的志愿服务，曾多次走访各地
考察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家庭的生存状况，宣传艾滋病知
识；发起创立笔友俱乐部、组织大学生志愿者与200多名艾
滋病家庭孩子建立笔友联系；并推动北京河南两地多所高
校的艾滋病宣传和志愿服务。2007 年 4 月，他成为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首批授予中国的“携手抗击艾滋病”青少年爱心
大使之一。

今年以来，张楠开始关注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问题，
并发起了“快乐儿童项目”，他带领志愿者们利用周末、假期
等，针对农民工子女和留守儿童开展学习、生活的志愿者活
动，成为孩子们心中的“知心哥哥”。

两赴灾区援助
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发电部的刘磊是个普通工人，

他却在汶川、玉树两次重大灾情奔赴“前线”。
2008年，刘磊带领由15名户外运动爱好者组建的河南

山地救援队，携带募集和购买的 3 车物资奔赴灾区。刘磊
一行在成都、都江堰、绵竹、青川等地进行了五天艰苦的志
愿行动。救援组队员们胸挂生死牌、冒着强烈的余震，搜索
失踪人员遗体，并协助空降官兵搭建帐篷安置灾区群众，还
对沿途村庄进行消毒防疫工作。刘磊本人因为在抢险救灾
中的突出贡献而获得了四川省抗震救灾模范称号。

2010 年 4 月 14 日，在青海玉树地区发生地震后，刘磊
迅速组织志愿者队伍，经过3天艰苦行程，他们带着总价值
371万余元的救援物资抵达了玉树，克服高原反应等种种困
难，将救援物资全部发放到灾区群众手中。

从事志愿者工作两年多来，刘磊发起了16次公益活动，
累计捐赠物资和募集资金数百万元，帮扶困难人员8000余名。

立足校园奉献
成立于2005年11月29日的黄河科技学院青年志愿者

协会刚刚度过五岁“生日”。本着“立足校园、奉献社会”的宗
旨，服务奥运、支援西部、关爱农民工等，足迹遍布省内外。

2008年起，青年志愿者协会就走上了关注环保的道路，
70余名志愿者参加了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等单位联合发起的

“绿色筷联盟、爱心快行动”大型慈善义卖活动；2009年7月，
协会发起了国内首次大学生徒步调研黄河的社会实践活动，
让成员零距离了解黄河水质及周边环境，增强环保意识。

“从一点一滴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志愿者的每一
次行动，都希望能带动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
行列中来。”该校团委的严加鹏说。

让爱心传递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爱心传递也能产生“蝴蝶效

应”，这种感受正是金水区南阳新村街道办事处绿城社工服
务站带给人们的深切体会。

作为河南省首家、全国第二家专业社工机构，绿城社工
服务站成立于2005年7月20日，同时也是郑州大学等六校
社会工作教育实习基地，省会高校志愿者活动实践基地。
服务站倡导“有困难找社工，有时间做志愿者”，把具有一定
社会责任感的群体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据绿城社工服务站站长陈骋介绍，服务站是以“助人自
助、救难解困”为宗旨的公益性社会组织。目前，机构拥有
专职人员 3 人，注册志愿者 5800 余人，联系会员团体 55
个。今年 10 月，绿城社工服务站率先发起了“中原社工志
愿服务圈”战略，在全市组建了 28 家绿城社工高校及企业
联络站，实现了志愿服务组织的有效联动。机构自成立以
来，实施“社工+志愿者”联动模式，重点开展了关爱农民工
子女、白血病救助、志愿者培训等多种形式的爱心活动 500
余次，累计直接受益对象9000余人。

本报记者 覃岩峰左丽慧 文 丁友明 图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金水区丰
庆路小学举行了校园安全应急演习，来自
金水区卫生医疗系统的志愿者为小学生们
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课，这也是我市
志愿者首次走进普通小学校园。记者在随
后的采访中发现，虽然有了越来越多的第
一次，但这些活动并没有使志愿者们的热
情服务得到被服务者的完全认同。在一些
市民看来，志愿者的服务理所应该。

不被足够尊重
“我们经常接到一些市民电话，有人

叫志愿者过去帮忙带小孩、照顾老人。过

去一看，主人完全有能力做这些事，但如
果拒绝有时还会被恶语相加，他们认为志
愿者就是免费给人服务的。”说起志愿者
工作中的困惑，团市委副书记李磊认为，
首先是要向市民普及志愿者知识，让他们
清楚志愿者这个概念。

不只是少数市民对志愿者的概念有
“误解”，一些部门和单位对于志愿者活动
也显得不太尊重。“有一次参加活动，前一
天还谈好了由相关部门负责为志愿者们
提供中午的盒饭，但第二天去了40多名志
愿者却只领来20多份盒饭，很多志愿者连
肚子也填不饱，严重影响他们参与志愿活

动的积极性。”一位参与活动组织的大学
生志愿者对记者说。

缺乏相应保障
在实际工作中，团市委的一组数据更

让人对志愿者活动充满了担心。据调查，
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中，有近一成
的志愿者受到过身体伤害，一成多的志愿
者受到过精神伤害。由于没有相关法律
法规，我市98%的公益组织从未与志愿者、
服务对象签订正式的服务协议；99%的组
织从未给志愿者购买保险，提供安全、医
疗卫生保障等。在志愿者为社会提供服

务时，由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造成的人
身和财产损失，无人承担补偿责任。

期盼法规出台
对此，李磊表示，志愿者指的是在不

为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为改进社会而
提供服务、贡献个人的时间及精神的人，
这样的人群理应得到市民的尊重和理解。

“虽然我市注册志愿者接近 40 万，但
由于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志愿者活
动要想在市民中赢得共鸣还需要相当长
的时间。”负责全市志愿者工作的团市委
志工部部长王军强表示，团市委一直在积
极向市委市政府提建议，希望能制定出台

《郑州市志愿服务条例》。
王军强说，条例将对志愿服务的社会

定位、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形式、权
利与义务关系等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定，以
此来保障志愿者的法律地位和自身权益。

为志愿服务
寻找长效机制

覃岩峰

汶川地震，他们冲在抢险救灾第一线；北京奥运
会，他们为各国嘉宾做引导员；刚刚结束的广州亚运
会，我市志愿者们同样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中
原力量，什么是郑州精神。

从团市委提供的数据看，从1993年至今，来自方
方面面、各个阶层的志愿者，从事着平凡而又伟大的工
作；他们向社会提供了近80万人次、超过2亿小时的志
愿服务，这一切都源于他们有一个共同信仰：“捧着一
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在北川回郑的火车上，记者曾经与一名志愿者交
谈，这名志愿者将准备创业的 10 多万元全部买成物
资，租了一辆大货车开赴灾区。他拉去一车物资，却没
想起为自己准备吃的食品。

同样，在我市招募的亚运志愿者中，记者听到了这
样的故事：有一名志愿者刚刚大学毕业找了一份月薪
5000元的工作，却毅然辞职开始了志愿服务之路。

志愿者永远不缺乏对生活的热爱，对人与人之间
友善互助的追求。然而在一次次志愿行动中，大众对
志愿者的支持还不够。除了喝彩，我们应该为之寻找
一种长效机制，这种机制可以是法律法规，也可以是各
相关单位、部门为志愿者服务提供的保险、工伤等保
障，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
来，快乐从事志愿者服务而无后顾之忧。

从郑州绿博会到广州亚运会，有大型活动的地方
便有志愿者的身影。今天，我们再次迎来一年一度的

“国际志愿者日”，这些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志愿者也
迎来了自己的节日。

据悉，截至目前，郑州市注册志愿者数量接近40
万人，虽然只占到郑州人口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但他
们产生的效果却值得每个人向他们致敬。在“国际志
愿者日”前夕，本报记者采访了今年全市评选出的部
分十佳志愿者个人和集体，希望用他们的事迹，激励
更多的人走进志愿者队伍，为郑州和谐做出贡献。

不能把志愿者当免费劳动力
相关部门期盼出台保障条例

大学生志愿者在农民工子弟小学
同儿童一起做游戏。

③出征亚运会的市14中志愿者拉拉队在排练。

②担任广州亚运会颁奖礼仪的青年志愿者启程。

青年志愿者在绿城广场以行为艺术形式倡导节能减排、绿色出行。

①每年都有成千上万青年宣誓加入志愿者队伍。

关注志愿者
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 他们却有着共同的名字

志愿服务社会 无私创造和谐

2010年12月5日 星期日

本期策划：时政新闻部

1

2

3

4

④敬老院里服务孤寡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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