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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周蓉，便觉得她身上有“光”。
或许正是这种可亲可近的气质，很多熟
悉周蓉的人都觉得：“和她在一起，温暖、
安心，愿意说说心里话，放心把事儿交给
她。”

作为杭州市临平区博爱之家志愿服
务中心主任，周蓉是该区 9 支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和上千名注册志愿者的带头
人。从2010年至今，她牵头组织志愿服
务活动 4600 余场，服务群众上万人。
2023年底，她获评全国红十字志愿服务
先进典型。

十余载时光倏然而过，但周蓉在此
期间的志愿服务温暖了无数人心。就像
周蓉写在工作笔记本上的那句话：“凡人
微光，可以成炬。”

一张被爱填满的时间表

周蓉的朋友圈，几乎每天都会更
新。有时晒出和特殊孩子们做手工的照
片，有时分享一段志愿者的故事，关于个
人的事却很少。

记者问周蓉，对获评全国先进怎么
看？她的回答很简单：“没想很多，日子
还是照常忙碌。”

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认为周蓉不善
言辞。但事实上，她只是在事业上太投
入了——

“五八”博爱月、“博爱藕花洲”宣传
月、“博爱送温暖”⋯⋯接连不断的志愿
行动，占满了她的时间表，往往这一场还
没结束，下一场已在筹备的路上；她带领
9 支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打造“一队一
品”特色品牌，近 6 年开展“捐献造血干
细胞，我行你也行”等主题宣讲 186 场；
她每月牵头“牵手星星的孩子”关爱孤独
症儿童项目，为特殊儿童提供心理支持
和教育帮助⋯⋯

就连与记者交流时，周蓉也是边说
边做着手工。她说，第二天要给特殊孩
子们上课，得提前赶个样品出来。

一心投入公益值吗？周蓉笑着说：
“心灵收获的温暖，比付出更珍贵。”

2010 年，周蓉正式加入余杭区（后
行政区划调整为临平区）红十字会。当

时，她刚满 30 岁，过去的生活与公益并
无太大关系。加入红十字会后不久，周
蓉的内心发生了改变——从公益“小
白”，到决定全身心投入公益事业。触发
转变的瞬间，她至今记忆犹新。

那一天，作为新人的她，第一次跟着
同事去福利院为孩子们体检。出发前，
已为人母的她以为，这并不是难事。“我
儿子和福利院的孩子们差不多大，都是
学龄前儿童。”

可到了现场，周蓉有些发愣。孩子
们的状况五花八门，有的在哭，因为害
怕打针；有的爱玩，总想着离开队伍去
玩玩具；还有的身体不好，需要全程陪

着检查⋯⋯从未同时照顾多个孩子的
周蓉，显得有点手忙脚乱。幸好现场还
有医务人员、老师及其他志愿者，大家互
相帮衬，保证体检有序进行。

服务结束后，周蓉没有了刚进门时
的慌乱，她静静地看着孩子们。一张张
小脸上，露出了天真的笑容，个别伶牙俐
齿的孩子，还主动和她说起了话。

那一刻，周蓉忽然有一阵感动。“刚
见面时，会觉得孩子们可怜，相处久了，
我发现他们和自己家孩子一样，很可爱，
也很渴望被爱。”周蓉说，那一次，她初步
感受到这份工作的价值，她想全身心投
入公益事业，做一个汇聚“光”的人。

一起牵手“星星的孩子”

十多年来，周蓉对公益有一种执着：
“陪伴是没有休止符的。”

周蓉的办公桌上，有一张她和十几
个孩子的合影，她把他们称为“星星的孩
子”。2013年，周蓉发起了牵手“星星的
孩子”关爱孤独症儿童项目。

对这个话题，周蓉深有感触：孤独
症儿童的社交圈很小，他们只会和最熟
悉的父母、老师互动，如何接近他们是
一道难题。“这些孩子常常沉浸在自己
的世界里，所以与他们相处，要非常耐
心，需要我们牵着他们的手，一步步往
前走。”

时间久了，周蓉渐渐掌握了与他们
的相处之道，“用平视的眼光看待他们，用
长久的陪伴温暖他们”。她说：“看着孩子
们一点点长大，我有‘老母亲’的满足感。”

不追求回报，却总能获得意外惊
喜。大约五六年前的一天，周蓉照常与
志愿者们去特殊教育学校——汀洲学校
开展服务。刚到现场，其中一位志愿者
像往常一样和孤独症孩子们打招呼：“我
可以抱你们一下吗？”没想到，一个孩子
很快做出反应，伸出双手呈环抱状——

为了这看似平常的一幕，周蓉和她的伙
伴们已经努力了3年。

周蓉恰好拿着相机，定格了这一瞬
间。至今，这张照片珍藏在她的电脑
里。每次打开这张照片，周蓉的内心依
然会被当时的温暖所触动。

惊喜不止于此。2018 年，在牵手
“星星的孩子”项目中，一个叫源源的孩
子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创作的画作在一次
比赛中脱颖而出，被选送到意大利，被当
地著名的贝利尼家族博物馆收藏。

“我们陪伴‘星星的孩子’，收获了弥
足珍贵的感动。”在周蓉的办公室里，墙
上挂着孩子们的画，桌上摆着环保袋、台
历，上面的色彩同样来自孩子们的创
意。“是不是很精美？”周蓉笑了，画很美，
背后的故事更美。

一群传递光明的“点灯人”

微光成炬，造炬成阳。多年志愿工
作，让周蓉明白了一件事：一个人的力量
很微弱，只有一群人“点灯”才能汇成炬
火，释放万丈光芒。作为 9 支红十字志
愿队伍的组织者，如今她更多地思考“如
何才能把这个舞台搭得更好，鼓励更多
的人来发挥光和热”。

根据不同的志愿服务内容，临平区
的9支红十字志愿队伍除了“小手大爱”
亲子志愿服务队外，还包括“生命爱相
髓”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无偿献
血暨造血干细胞宣传志愿服务队、红十
字爱心的士车队、红十字海豚应急救援
队、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志愿服务队等
不同的志愿队伍等。

为了调动志愿者积极性，周蓉充分
鼓励志愿者发挥个人创意。比如结合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喜欢运动，又热爱
公益的特色成立足球队、急救跑团，以更
加接地气的方式宣传公益。

为了更好地培育志愿队伍，周蓉为
每支队伍量身定制品牌。如“救在身边”
急救跑团品牌、“救在路上”爱心车队品
牌、“生命的温暖故事”、“爱在第六对相
遇”宣讲团等，不断强化每支志愿队的主
要使命⋯⋯

截至目前，博爱之家志愿服务中心
直属注册志愿者 1287 名。其中，仅“小
手大爱”亲子志愿服务队已在10年间从
10 个家庭发展至千余个，帮助困难人员
600多名。

“刚接触这一领域，我也不知道造血
干细胞捐献的过程，一听还很害怕。现
在，我不但加入了中华骨髓库，还签了志
愿捐赠遗体协议。”沈小丽是位爱心妈妈，
在志愿服务团队负责造血干细胞捐献的
对接工作。她说，自己的进步离不开周蓉
的带领，“她的付出总比我们早一步。”

临平区博爱之家志愿服务中心的爱
心墙上，留下了临平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的照片。周蓉随口就能讲出他们每
一个人的故事：这位捐献者为了符合指
标，运动减肥 30 斤；那位志愿者不顾父
母反对，坚持捐献，最后还带着家人一起
做公益⋯⋯

“ 开 展 志 愿 服 务 十 多 年 了 ，我 没
有 太 高 太 远 的
奢 望 ，只 想 通
过 我 的 努 力 ，
让 更 多 的 人 能
看 到 志 愿 服 务
的 力 量 。”周 蓉
坚定地说。

全国红十字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周蓉一心投入公益十余载

心灵收获的温暖，比付出更珍贵
本报记者 应 陶 通讯员 共享联盟·临平 费 彪

周蓉在汀洲学校开展公益活动。 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永康市一直在探索秸秆的
全量化利用，2022 年，当地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 98.33%。永康是怎样变废为宝
的？日前，当地水稻秸秆回收进入尾声，
我和孙雄飞约定：前往永康跟随他“见
习”——孙雄飞是永康市浩楷农机服务
有限公司负责人，同时也是一名秸秆服
务经纪人。他可以帮农民处理留在地里
的秸秆，并出售给秸秆回收企业。

步入永康市唐先镇秀岩村的一处农
田，只见3台秸秆打捆机纵横穿梭，轰鸣
不断。一个理着平头、戴着眼镜的男子
迎上来告诉我：“趁着天气还好，我和 3
位工人要抓紧把种粮大户段和先家的稻
草秸秆给收了。”他就是孙雄飞。

随着农村家庭式养殖畜禽变少，以
及煤气、天然气的普及，秸秆一度不受

“待见”。“秸秆的利用方式不少，但像从
前那样焚烧处理，不仅污染空气，还有安
全隐患，肯定不行。”孙雄飞说，“你跟我
到田里看看就明白了。”

机器驶过田野，秸秆
自动“打包”

冬日，已收割完毕的稻田里留下了
一层金色的稻草头。“每年 10 月中旬是
水稻秸秆回收的旺季，现在是收尾了。
段和先家稻田有 600 亩，我和工人们已
经连续工作了好几天，今天我们要完成
最后30亩。”孙雄飞一边介绍，一边领着
我往其中一台秸秆打捆机走去。

远远望去，3台秸秆打捆机像3驾大
马车，位于机器前方的打捆台大而宽阔，
犹如几匹骏马并驾齐驱。

脚踩在田里，土地松软得往下陷。
我小心翼翼地跟在孙雄飞身后，一步一
步往前探，生怕摔倒。

走到秸秆打捆机前，在强烈好奇心
的驱使下，我试探着问孙雄飞：“我能试
驾一下吗？”“就你这小身板，能驾驭得了
这大家伙？”孙雄飞似乎不太信任我。“绝
对可以！”我提高了嗓门，“我可是老驾驶
员了。”说着，我手脚麻利地爬了上去。
刚一落座，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驾驶座
离地面有 2 米高。“别怕，听我指挥吧。”
在孙雄飞的指挥下，我首次尝试驾驶秸
秆打捆机：转动钥匙、往前推动连杆⋯⋯
秸秆打捆机加速飞奔，打捆台将收集到

的秸秆送入压缩室，被压成紧密的方块
状，然后机械自动将秸秆绑扎好。紧接
着，成捆的秸秆就从出料口排出。

沿着稻田笔直驾驶、转弯、反复，过
了一阵子，我对驾驶秸秆打捆机有了一
点感觉：不同于开小汽车，它没有脚踩的
油门和刹车。前进、加速都需要用左手
操纵连杆——加速则用力往前推，停车
则挂停车挡。更让我不习惯的是，打捆
机没有方向盘，要调转车头，则需右手将
驾驶座前的操作杆一直向右侧猛推到
底。由于机器笨重，双手又得同时操作，
我真的使出了吃奶的劲。没过多久，双
臂便有了酸胀感。

大约过了半小时，我独自完成一亩
田的任务后，不得不中场休息。坐在田
埂上，我观察其他3位工人：同样处理一
亩地，他们只需 15 分钟，明显比我快多
了。虽然我的效率差了点，但看着自己
回收的20捆秸秆横七竖八地躺在田间，
还是小有成就感。

燃料肥料饲料，废物
成了宝贝

不多时，30 亩田秸秆回收的任务完

成了。
“咱们一起把秸秆搬到田埂上吗？”

我恢复了一些体力，准备继续工作。“不
用，有机器代劳。”孙雄飞说。

不一会儿，“突突突”的机械声再次
在耳边响起。原来，是台插秧机在田间
穿梭，把成捆的秸秆运到田埂上。最后，
工人们一起把秸秆搬到皮卡车上，码放
整齐。

“我也来帮忙！”刚冲上前拿起一捆
秸秆，我愣住了。每捆秸秆的重量在 30
斤上下，我一个弱女子，没法像工人们一
样轻松地将它举起来送上皮卡车。

“你坐副驾驶位，我们一起去送货
吧。”见状，孙雄飞给我安排了更轻松的
活儿。

2023年，孙雄飞的公司一共打捆水
稻秸秆240吨左右。其中有些被卖到永
康市新环生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用来
制作生物质燃料，每吨收入约 300 元。
有些卖到永康市鼎昆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用来制作有机肥，每吨收入也是300
元左右。

“收益最高的是卖给养殖户当草
料，每吨有 400 元。但是养殖户的需求
量不大，一年只有 20 多吨吧。”孙雄飞

说，刨去各项开支，有些赚头。另外，
地方财政还会给 20 元每亩的打捆补
贴。“为了得到农户支持，我们会匀一
半的打捆补贴给农户，比如，承包 600
亩的大户啥都不用做，就能拿到 6000
元钱。”

我们所在的这片稻田离鼎昆公司只
有 500 多米，孙雄飞决定就近前往鼎昆
公司。

一路上，孙雄飞为我科普：如果秸秆
留在田里不处理，一则会影响下季作物
生长，二则容易滋生病虫害、加剧土壤酸
化。清理秸秆后，往后翻耕起来也更省
工省力。

在所有的秸秆中，水稻秸秆因为数
量多、湿度大，最难解决。为了让更多秸
秆找到好去处，2023 年，永康市加大了
对秸秆打捆机的购机补贴力度。13 万
元一台的机子，政府补贴 10 万元，如此
一来，秸秆服务经纪人渐渐多了，目前整
个永康已有19人。

葡萄藤换肥料，每年
节本2400元

我们很快就到达鼎昆公司。趁着

工人搬运秸秆的时间，孙雄飞领着我
参观起来。水稻秸秆到达这里后，均
由工人统一码放在最里侧的草料堆放
区。

“ 制 作 有 机 肥 ，要 这 些 秸 秆 有 啥
用？”我满是好奇。“有机肥原料中除
了牲畜粪便，还需用到大量木屑。”见
我感兴趣，处理完手头工作的鼎昆公
司负责人吕红伟过来为我解答：“除了
水稻秸秆，葡萄、桑果、柿子、桃子、梨
等各类果枝条秸秆我们这里都收。所
有秸秆一起粉碎后就会倒入你面前的
发酵间发酵。”

吕红伟说，不同的是，稻草秸秆回收
价格是每吨300元，而所有果枝条回收，
则采用“一斤秸秆换取一斤商品有机肥”
的方式。

原来，永康种了很多“红富士”葡萄，
每年秋冬季剪枝后，堆积如山的秸秆令
人头疼。如今，这些废物有了好去处。

“吕老板，我这车葡萄藤先提早运到
你这。”我们正聊着，大门口处，一位村民
的喊声引起了大伙的注意。来人是唐先
镇的金高其。虽然离集中换肥的日子还
有一段时间，但葡萄园里的枝条太多，当
天他有空，他就先运一批过来。

在金高其卸货的时候，我们和他一
起算了一笔账：他家每年会产生葡萄秸
秆 4 吨以上，可以换成等量的有机肥。
目前，一吨有机肥市场价是600元，也就
是说，一年能省下2400元的成本。“以前
总想着一烧了之，现在可不舍得烧了。”
金高其说。

结束跟孙雄飞的“见习”后，我从
永康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2022 年，
永 康 被 列 入 浙 江 省 农 作 物 秸 秆 全 量
化利用试点县项目，全年回收水稻秸
秆 3600 多 吨 ；秸 秆 换 肥 1700 多 吨 ，
为 金 高 其 这 样 的 水 果 种 植 户 省 下
100 多 万 元 的 种 植
成本。目前永康每
年 可 收 集 、加 工 农
作 物 秸 秆 2.1 万
吨 ，实 现 产 值 3600
万元。

记者跟着永康秸秆服务经纪人体验田间秸秆回收加工

“秸”尽所能，让乡村更美
本报记者 陆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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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蓉（左三）组织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 受访者供图周蓉（左三）组织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 受访者供图

孙雄飞（左）指导记者操作秸秆打捆机。 本报记者 沈立 通讯员 潘燕佳 摄孙雄飞（左）指导记者操作秸秆打捆机。 本报记者 沈立 通讯员 潘燕佳 摄鼎昆公司里堆放着用秸秆生产的有机肥。 本报记者 沈立 通讯员 潘燕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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