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有礼”志愿者我是“有礼”志愿者
编者按：用文明力量办好事、办实事。不久前，首批15个“浙江有礼”省域文明新实践为民办实事项目正式出炉。本报推出《我是“有礼”志愿者》系列报道，记者深入部

分为民办实事项目的工作一线，亲历志愿服务，为读者带来可感可及的“浙江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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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的志愿服务，除了到郑阿婆家，
还去了瘫痪卧床40多年的何阿伯家。

去年听说何阿伯出门不方便，“闺
女”们便和村干部商量着，为他申请来了
一辆电动轮椅车。前阵子轮椅车到了，
这回我们刚进门，何阿伯就说要“开车
子”给我们瞅瞅。

我们一众人一齐使劲，把何阿伯从
床上抬到了轮椅上。只见他娴熟地操
控轮椅“开”出大门，在屋前的院子里乐
呵呵地绕着我们转了一个又一个圈。

邻居们见状，也纷纷围拢过来，看
看能不能搭把手。也有村干部叮嘱志
愿队，有需要尽管说，他们离得近，能顾
得牢。

“搭把手”正是这项志愿服务能长期
持续运行的根本。在瓯海区文明中心的
宣传培育下，“闺女来了”项目的志愿者人
数现在已经达到356人。老人们的需求
在哪里，志愿服务的资源就汇聚到哪里。

从山区回来，大伙儿在办公室又忙
开了。今年的重阳节在国庆期间，“闺
女”们和当地郑家山村的村干部约好，国
庆期间带上服务队和从山里搬出去的老
人们一起回村，给留守的老人送关爱。

戴成杰拿出一份志愿者档案，让我
们匹配村子需要的送医、推拿、理发等

服务内容，约几位志愿者参加活动。
“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会随叫随

到吗？”我们有些疑虑地问。
“他们都是热心人，通常一个电话

就能来。你试试就知道了。”戴成杰说。
大家分头行动，我们试着拨通了一

位志愿者裘剑克，他是一家推拿店老
板。接起电话，还没听完介绍，他便满
口答应：“没问题！”“闺女”们悄悄告诉
我们，他因为生病患了眼疾，生活可能
还需要人帮忙，但这几年“闺女来了”项
目请他帮忙，他总是义不容辞。

“进山服务已经成了我最要紧的
事。”结束当天的工作前，张治龙感叹
道，他说，现在不愁吃穿了，退休后就想
做点有意义的事。“本来退休后我的工
作是每天接送孙子。但一上山就要一
整天，我和儿子说，山里的老人更需要
我。其实我们也在给儿女做示范，他们
现在越来越支持了。”

临走时，戴成杰邀请我们下次体验
他们正在孵化的新项目。他们打算把
志愿服务做进更多社区，在社区服务
中，把山区里发生的帮扶故事说给更多
人听，让更多人加入到为老人做“闺女”
的行动中。“这样，闺女们就不会‘变
老’，关爱能一直延续下去。”戴成杰说。

更多人一起“搭把手”

夏秋交替，雨水淅沥，位于温州瓯海山区的支坑村，已有些许寒
意。吃完午饭，87 岁的独居阿婆郑黄英又拉着条凳坐在屋檐下。
不出意外，直到天黑前，她都会和平时一样，和院前的群山作伴。

“阿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此起彼伏的呼喊声在雨中响
起，郑阿婆循声仰着头张望。

连续8年，每个月至少2次，郑阿婆的家会如期变得很热闹。来
自瓯海慈爱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为她带来食品，为她剪发剪指甲，
帮她打扫院落⋯⋯更重要的是，带去子女般的情感关怀。每到这时，
习惯沉默的郑阿婆总会重复说着，“是我的闺女们来了”。

“闺女来了”，正是这个志愿服务项目名称。前不久，以它为载
体的瓯海区“关爱山区孤老人”项目入选我省首批“浙江有礼”省域
文明新实践为民办实事项目。从 2014 年起，这支民间自发组成，
平均年龄约60岁的大龄志愿队，常年深入当地最偏僻的农村和山
区，成为最贴心的“闺女”，为瓯海山区独居老人、困难家庭送去急
需的物质和精神支持。

近日，我们加入志愿者队伍，成为“闺女”，走进山区服务老人。

当天，今年的第 12 号台风“梅花”奔着舟山而去，温州的风雨
不算大，但独居在山区的老人们，屋子会不会漏水，家里有没有东
西吃，都成了志愿队员放心不下的事。距离台风登陆还有半天，队
员们决定冒雨进山。

烟雨笼罩着山村。队员们指着山谷给我们带路，说是下坡路
走上一会儿，就能到郑阿婆的家。

石板台阶上长满青苔，一眼望去和周边的植被融成了一体。知道
进山，我们特地穿了运动鞋，但一脚踩上去，只觉得鞋底一溜，我们赶
紧把脚又用力往台阶上压了压，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

同行的志愿者们，虽说都年长我们二三十岁，而且拎着大包小
包的工具、礼物，却边谈笑着，边健步如飞。转眼工夫，我们就掉到
了队尾。

在我们身前的志愿者阿姨见状，主动伸手牵我们，“拉紧，侧身
横着踩，步子更稳。”她说，帮助郑阿婆已经有8年了，这条路他们走
过无数回，夏季暴雨、冬季下雪都跌倒过，“摔出了些经验”。

再绕了个弯，黑色瓦顶的三间两层老房子在绿林间露出了
头。“闺女们”带头喊了起来：“阿婆，我们来了。”我们也跟着喊了起
来。郑阿婆一个人住，周边邻居离得远，很是冷清。或许早早地打
招呼，就能让她多开心一会儿。

等我们走进郑阿婆的院子时，她已经站在门口等着了。“要降
温了，我和这几个新‘闺女’一起给你挑了新衣服和裤子，好看吗？”
打扮时髦的志愿者宋晓兰阿姨摊开全新的长袖衬衫，在身前边比
划边问阿婆意见。我们接过衣服，为阿婆穿在了身上。

“哎呀，冰箱里怎么还有上回买的海鲜。你可别舍不得吃啊，
要是吃不完，我们买得就没劲儿了。”志愿者陆爱微阿姨擦身而过，
风风火火地从屋里冲出去“抱怨”道。

打扫院子、检查血糖血压⋯⋯郑阿婆看大家忙活着，听大伙儿
议论着，也不急着回话，只是慢慢点着头。

虽然阿婆看着反应不大，其实她很开心。来之前，队员们介绍，
30多年来，阿婆经历了子女离世、丧偶，长期独居着，她甚至说自己

“忘了怎么笑”。2014年，志愿队刚到郑阿婆家时，她无论高不高兴
都没表情，相处的时间久了，她才逐渐开始微笑、点头。

趁着一批人围着阿婆寒暄，我们又整理了阿婆的餐桌和厨房。
我们问她喜欢吃什么，没想到这一问，她突然露出了笑脸，“前阵子
中秋，也是‘闺女’们来，给我烧饭吃。一桌人坐在一起，特别好吃。”

回到慈爱志愿服务中心后，“闺女”们告诉我们，志愿队为每位
老人都建立了档案，通过细致的观察，按照受助者身体状况、生活能
力、经济情况等登记，并分“红黄绿”三色管理。

郑阿婆自理能力较强，身体状况良好，高龄寡居，被定为“黄
色”。与这一等级对应的，志愿者每月上门服务1至2次。情况再差
些，将被归为“红色”，服务频次会提高到每周一次；如果情况更好，则
被归为“绿色”，只在重大节假日时慰问或是邀请参加定点志愿服
务。今年中秋节，“闺女”们就送出了上百份月饼，为这些孤独的老人
带去节日的关爱。

为什么会对这类群体专门设立一个志愿服务项目？面
对我们的疑问，“闺女”们解释说，一些山里老人居住
地偏僻，疾病缠身、没有子女在旁⋯⋯数
十个村的走访后，志愿队针
对老人的困境，逐一制定
解决方案。

“既然这些孤寡老人
没有子女，那就把我们当
成‘闺女’吧。”这个声音迅
速 成 了 队 员 们 共 同 的 心
声。“闺女来了”的项目名字
也由此诞生。

由于人手有限，项目服
务的“红、黄”两色老人人数
最初只有30多人。但如今，随
着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被列
入三色服务对象也逐渐累积，达
到了“红色”89 人、“黄色”356 人、

“绿色”456人。

“忘了怎么笑”的郑阿婆笑了“忘了怎么笑”的郑阿婆笑了

出发服务的当天，我们提早来到位
于瓯海区新桥街道的瓯海慈爱志愿服
务中心办公点集合。

出发前，队长戴成杰递给我们印有
“闺女来了”的蓝色马夹。穿着天蓝色
的队服，我们走在人群中特别亮眼，而
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队伍中的“男
闺女”们。

在志愿者队伍中，“男闺女”数量占
了约 25%。队伍刚组建时，因为需要
进山调研、长途开车，男志愿者的参与
度较高。后来越来越多的男志愿者加
入，成为山区老人的“男闺女”。

“为什么要叫‘男闺女’这个听起来
有点奇怪的名字？”我们问道。

“我们一开始也觉得拗口，但是觉
得‘闺女’听起来很暖很贴心，有小棉袄
的感觉，所以就一直自称‘男闺女’了。”
男志愿者们告诉我们。

这天，志愿者张治龙负责开车。进
山前，他带我们先去趟市场采购物资。

“这种荔枝干又圆又大，怎么样？”一进干
货食品店，我们就直奔个头最大的果干
货架前挑选。出发时，张治龙交代我们，
要帮忙挑选采购的食物，标准很简单，要
买好的，给老人家补补。可此时，张治龙
和同行的志愿者叔叔们却直摆手。他剥
开一颗又干又瘪的荔枝干让我们对比尝
一尝。对比之下，丑的荔枝干肉更饱满，

核更小。
张治龙说，给老人挑选东西，不仅

要选好的，还有很多讲究。例如，最初
买新鲜的却不经放；买贵重的，老人却
不舍得吃。最好还得营养价值高、糖
分低、方便烹饪。

采购完，志愿队里的叔叔们抢着扛
袋子出发。一个个宽厚的背影，亮着大
大的“闺女来了”四个字，我们此时再看
却不违和了。“男闺女”们既细心又有力
气，确实像张治龙说的，是不输“闺女”
的。

在郑阿婆家中，“男闺女”们发挥体
力和专业优势，分头忙碌起来。“阿婆
坐，我给你量量血压，测个血糖。”曾经
当过医生的黄荣光，现在是瓯海慈爱志
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说话间，他从
背包里取出仪器。

担心台风天有安全隐患，我们和戴
成杰几人进屋子查看情况。只见进屋
第一间便是个厨房，煤气灶还崭新的，
上面盖着一层罩布，另一头被柴火熏得
漆黑的旧灶台却裂开了大口子。

“是烟囱裂了，灶台看着也不太牢
固。”“厕所里的马桶圈也坏了，已经被
拆下来了。”“男闺女”们带着我们把发
现的情况逐一拍照记录，让队长下次再
来时记得找个工匠，再买个同尺寸的马
桶圈。

“男闺女”既细心又有力气

周琳子 朱柳霖

温州市瓯海区

“关爱山区孤老人”项目
项目自 2014 年启动，在瓯海区文明中心

的积极培育与引导扶持下，瓯海慈爱志愿服务
中心深入基层解决偏远山区孤寡老人的生活
需求，为偏远山区孤寡老人、留守困难老人的
特定需求提供病患护理、送医送诊、爱心理发、
爱心营养餐、卫生打扫、手机培训、房屋修缮、
临终关怀等八大服务，以不是亲闺女，胜似闺
女的关爱之心助老扶残。

8年来，“闺女来了”志愿者从初创的20多
位发展到今天的 356 位，其中 60 岁以上占
56%。截至目前，瓯海慈爱志愿服务中心先后
募集善款 200 余万元，为温州山区留守孤困老
人改善居住环境；积极对接医疗资源，组织下
乡送医疗服务，受益老人达10464人次。

项目名片

记者加入温州瓯海慈爱志愿服务中心团队，探访山区老人

闺 女 来 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琳子周琳子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朱柳霖朱柳霖 共享联盟共享联盟··瓯海瓯海 王王 斌斌

给何阿伯量血压。

记者与志愿者一起进山为孤寡老人服务。 本版摄影 共享联盟·瓯海 王斌

给郑阿婆理发。

记者和志愿者、
郑阿婆合影。

扫一扫 看视频

（紧接第一版）这是浙江在“八八战略”指
引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的生动例证。

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大系”团队
17 年如一日的付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在一砖一瓦
的积累和一代一代的传承。完成一项功
在当代、泽被后世的伟业，需要志存高
远、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二
“你们的藏品里有几件宋画？为什

么是你们在做这件事？”项目启动之初，
各大博物馆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大系”团
队提出这个问题。

那时，藏于浙江文博机构的重要古画
确实寥寥，浙江大学甚至没有一张早于清代

的画作。无怪乎人们要问，为什么是浙江？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温习近平

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说过的一段话：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底蕴
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
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
智慧和力量。”

浙江的文化传统，融进了绵延不断的
浙江文脉，塑造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正是对民族历史文化深沉的热爱和高度
的责任感，以及由此激发出的决心和毅
力，让“大系”团队毅然担起重任，以传世
之心打造传世之作。“大系”不仅是一幅幅
中国名画的图像文献集成，更是对中华文
化基因的传承，对中华文化血脉的赓续。

“大系”团队曾拖着100来公斤重的
设备，先后 4 次登门拜访“隐于深山”的

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只为拍摄传五
代董源的《寒林重汀图》。头两次商谈都
无功而返，他们没有放弃，继续去信反复
表明心意，对方终于慎重表态：允许拍摄
一张照片。三进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画
作整体拍摄完后，团队一位专家和日方
交流，希望能再拍下笔墨细节，以供鉴赏
研究。谈了 1 个多小时，终于打动了对
方。第四次来到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大
系”摄影师怀着激动的心情，拍下了这幅
传世名作3处细节丰富的局部。

这样的经历，17 年来发生了何止千
百次。求真务实，追求极致，迎难而上，水
滴石穿⋯⋯我们在“大系”团队身上，又一
次看到了浙江人那些为人熟知的品质。

一家博物馆的馆长曾在拍摄结束后
十分感慨地对“大系”摄影师说，我在馆

里看这些古画看了30多年，马上要退休
了，原以为再看不到了，感谢你来拍摄它
们，留下了最接近真迹的图像。

还有一回，“大系”团队正在美国佛
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库房看藏品，时任该
馆中国书画部主任安明远走上前来，主
动提供了计划之外的宋代名画《耕作图》
的元摹本。这张从未清晰出版过的画作
被迅速拍摄，并赶上了数月后《元画全
集》的出版。安明远说：“‘大系’工程令
全世界都能清晰完整地了解中国古代书
画，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它。”

深沉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
就是这样一种富有感染力的能量场。多
年合作，“大系”团队深深打动了海内外
文博机构和相关专家，汇聚成推动“大
系”项目的合力。

三
“大系”的出版和展览，已经成为展示

浙江打造文化精品力作、建设新时代文化
高地成就的一扇“窗口”。经济的发展、改
革的活力、科技的加持，让浙江有能力、有
理由面向世界讲述中国文化故事，以每个
人对文化的挚爱构筑美好生活。

在浙江美术馆展览期间，有从外省
赶来的观众在杭州住了 4 天，每天下午
来馆看展。在嘉兴，这场家门口的特展
引发热潮，二刷三刷的市民比比皆是，学
生跟着老师，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在中国
古典艺术的无穷韵味之中。

丹青不老，映照千年。“阳春白雪”的
展览如何叫好又叫座？怎样让收藏在博
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大
系”团队的探索给我们很多启发。

在展厅中，《千里江山图》以镜像形式
投影到了天花板上，唯美的群山峰峦和似
乎正在流动的江河湖水相映成趣，令人过
目难忘。戴上 VR 眼镜欣赏宋徽宗赵佶
的《听琴图》，画中的场景似乎“活”了过
来，还能听到琴声。以高保真的宋画图像
采集为基础，在数字化技术加持下，宋韵
变得可触可感，流淌在我们身边。

中国历代绘画拥有不可胜数的图像
艺术元素，具有无限广阔的传统文化基
因活化空间。期待有更多同道与“大系”
团队携手，运用高科技手段，更加充分地
展现古画神韵，让更多民众与传世名迹

“亲密接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