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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元琪 何思远）1

月 11 日，市民政局传来消息，市志愿

者协会已经获得公开募捐资格。目

前，我市已经有两家社会组织获得公

开募捐资格。此前，市慈善总会已获

得公开募捐资格。

自 2006 年成立以来，市志愿者协

会致力于社区服务、大病救助、教育

扶贫、灾害响应等公益项目，创立了

“爱心旅游专线”“退休煤矿工人温馨

驿站”等品牌公益项目。市志愿者协

会多年来带动 30 多万人次参加志愿

服务，救助困难人员 30 多万人次，曾

被 民 政 部 评 为 全 国 先 进 社 会 组 织 ，

2017 年被市民政部门评估为 5A 级社

会组织。

市志愿者协会获得公募资格
成为继市慈善总会之后的第二家

本报讯 （记者王民峰）1 月 12 日

从市总工会传来消息，中华全国总工

会、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近日

对 2017-2020 年开展“尊法守法·携

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

动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予以通报

表扬，我省 5 个集体、10 名个人上榜，

市总工会和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

长张东升榜上有名。

近年来，市总工会与司法行政部

门、律师协会密切协作，积极主动为

农民工提供法治宣传、法律咨询、争

议调解和法律援助等公益法律服务，

协商调解劳动争议案件 18 件，涉及人

数 48 人，挽回经济损失 79.1 万元；受

理援助案件 19 件，援助困难职工、农

民工 41 人，帮助职工获得欠薪、经济

赔偿款 45.9 万元，有效维护了农民工

合法权益，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

了积极贡献。

我市一个集体一名个人获全国通报表扬

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成绩突出

城市发展需要健康的道德风尚来引

领，社会进步需要崇高的道德力量来带动。

平 顶 山 ，是 一 座 崇 德 向 善 的 大 爱 之

城。本报一版的“好人之歌”栏目之所以

能持续 15 年而不衰，一方面说明平顶山从

不缺乏好人，另一方面也说明平顶山敬重

好人需要好人。不论是组织向贵州山民

捐建“河南水窖”的鲁山县广电局记者张

朝岑，还是创办孤儿寄养点“爱之家”的平

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护士朱智红，抑或

是长期无偿献血、奉献社会的卫东工商分

局工作人员何栓岗，尽管他们的年龄、职

业、经历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好传统，引

领着当代文明的新风尚，让人感受到道德

的力量、善良的价值、人性的美好，传递了

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平 顶 山 ，是 一 方 爱 潮 涌 动 的 温 暖 之

地。不论是英勇无畏、逆行出征的“天使

白”“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还是情

牵郑州洪灾、捐款捐物出力的救援队、志

愿者、公益组织，抑或是在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中活跃于大街小巷的志愿者、“鹰城

大妈”，他们如此平凡，却拥有直抵心灵深

处的力量；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却标注着

道德建设的走向和刻度；他们执着地持守

良善，展现着社会文明的责任担当。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平顶山好人辈出、感动常在，缘于历届市

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坚守与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缘于鹰城百姓敬好人、

学好人、做好人的道德追求和行动自觉。

崇德向善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之中，绽放

出向善之花、传递着城市温度。

爱心如同一束光，做好事、行善举、献

爱心，温暖他人、幸福自身，爱与被爱彼此

温暖、相互成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爱心恰似催化剂，济贫苦、克时艰、渡

难关，帮助他人、唤起爱心，爱与被爱彼此

融合、相互激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大爱无疆，需要我们共同传递。在新

的一年里，本报创办了《鹰城公益》版，关

注公益事业，每期为您讲述公益组织、志

愿者和爱心人士的爱心故事与感人事迹，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培育

无私奉献、守望相助的城市气质；关爱需要帮助的人，动员爱心人士伸出

援手，架起困难群体和爱心人士之间的桥梁；关心普通百姓的“微心愿”，

通过搭建“微平台”、释放“微能量”、递送“微服务”，解决群众小困难、小需

求，实现小梦想，将萤火微光汇聚成无限的向善能量。

大爱无声，需要我们共同参与。所谓公益，事关公众利益和福祉，绝不是

某一个人的事儿，而是人人参与的事业。期待有更多的人参与公益，聚爱成

河、奔腾不息。也期待大家多为《鹰城公益》版提供公益人物、公益故事等方

面的线索，电子邮箱为pdsrbycgy@163.com，邮件名称中请注明“线索提供”。

让我们以爱之名，温暖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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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困境儿童撑起一片蓝天
——记市关爱困境儿童服务项目

“乖，把头抬起来，你的眼睛问题

要是再发展下去，戴眼镜也无济于事

了。”1 月 11 日上午，侯丽娜在盈盈（化

名）家陪伴她上网课。15 岁的盈盈眼

睛先天弱视，双眼裸眼视力只有 0.4，

她很抵触戴眼镜，学习时几乎要趴在

书本上。侯丽娜用右胳膊把盈盈搂了

起来，左手拿着平板电脑，俩人依偎着

听课。

侯丽娜是平顶山市关爱困境儿童

服务项目的发起人，盈盈是重点帮扶

的儿童之一。

“童”舟共济，以爱润泽。4 年来，

侯丽娜带领姚素敏、苏丽娟、崔振甲 3

名社工，在志愿者的支持下以“不让任

何一个孩子在成长路上掉队”为目标，

开展困境儿童调研走访和精准帮扶行

动，用爱呵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为他

们绘就彩色童年。

“你看，每个人的成长都会遇到困

难和挫折，我们要做的是鼓起勇气，笑

着面对生活……”侯丽娜说完这句话，

盈盈默默地点了点头，闭上眼睛，身子

又向侯丽娜靠了靠。

咚咚咚，一阵敲门声。打开门，是乐

助社工中心工作人员刘光辉。他把米、

面、油等物资搬了上来，大口喘着气，向

盈盈问好。盈盈微笑着点了点头。

“多亏了侯老师他们，孩子比以前

好多了，现在愿意和人交流了。”盈盈

的母亲罗雪说。

“孩子的每一点进步我们都能觉

察到，我们要有耐心，多给他们一些时

间。”侯丽娜说。

2017 年 10 月，关爱困境儿童服务

项目启动后，4 名社工在志愿者的协助

下开始在新华区走访调研困境儿童。

盈盈患有脑瘫，并且弱视，是重点关爱

对象。

“她见人总是低着头，不说话，也

不和你对视。”姚素敏说，由于先天身

体缺陷，盈盈很自卑，她的父母是临时

工，常年的治疗费用让原本就清贫的

家庭雪上加霜。如何让孩子走出自己

的世界，笑着面对生活？走访结束后，

社工陷入了沉思。

2018 年初，他们为盈盈申请了浙

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的“焕新乐园”项

目，为盈盈更换了新的床铺、衣柜、书

桌等，并提供亲情陪伴。

“孩子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我

觉得娜姐对待盈盈就像是对自己的孩

子一样。”刘光辉说，4 年来，他们每年

开展假期 活 动 都 会 邀 请 盈 盈 。 盈 盈

的父母忙的时候，大家就主动上门把

盈盈接过来，带她看电影、玩乐高、吃

西餐……盈盈和其他困境儿童一起，

经历了很多个人生的第一次。

如今，盈盈上了七年级，虽然成绩

没有名列前茅，但她热爱学习，会主动

问问题、认真完成家庭作业。“我们不

要求孩子能有什么成就，只希望她能

快乐地过好每一天。我们的这个愿望

现在已经实现了。”罗雪说。

“阿姨，我今年的目标是班级前三

名，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奶奶的

身体也越来越好了，你不要总担心我

们了。”“好，我等你的好消息，放假带

你吃牛排。”不到一分钟的通话，让两

边的人都欢心起来。

电话那头的小姑娘名叫媛媛（化

名），今年 14 岁。4 年前的寒冬时节，大

家被这个顽强不屈的小姑娘打动了。

2017 年底，当时 10 岁的媛媛父母

失联，跟着年迈的奶奶住在一矿生活

区一间不到 10 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奶

奶靠捡废品维持生计，媛媛虽然学习

成绩优异，但是性格孤僻，和人交往总

是沉默而警惕。

侯丽娜见到媛媛那天下着大雪，

她们的院子里堆满了废品，水井旁边

放着一个剪开的轮胎槽，那是她们的

水盆，里面泡着衣服。

“孩子就蹲在那里洗衣服，手上全

是冻疮。”想到当时的情形，侯丽娜哽

咽了，许久才平静下来。房间里只有

一张破床，没有桌子，媛媛就在一张破

旧的小凳子上写作业。社工在她家停

留了半个多小时，出去捡废品的奶奶

一直没回来，媛媛全程拒绝交流，她的

邻居后来介绍了一些情况。

第二天，心疼媛媛的社工买了橡

胶手套送到她家。

之后，社工三天两头到媛媛家，对

她进行心理疏导，还时不时送来生活

物资和热心市民捐赠的衣服、文具、图

书等。经过大家近一年的努力，媛媛

慢慢敞开了心扉。

第二年冬天，记者跟着乐助社工

团队去媛媛家回访。当时，她住的房

子正面临拆迁，门前的路不好走，媛媛

的奶奶摔倒过多次。当社工问孩子想

要什么新年礼物时，媛媛的回答令在

场的人都落泪了。“帮我们把门前的路

修 修 吧 ，我 再 不 忍 心 看 到 奶 奶 摔 跤

了。”那一刻，侯丽娜一把将媛媛搂进

了怀里。

随后，侯丽娜找到媛媛的亲戚协

调了两间房子给媛媛和奶奶住，社工

还给媛媛送去了书桌和柜子。经过连

续 4 年的心理疏导和生活帮扶，如今，

媛媛上九年级，成绩名列前茅，每次见

到社工，她总是开心得直笑。

崔振甲说，作为专业社工，他们对

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伸出援手，从

前期的摸底识别，到确立个案服务，再

到后期的跟踪服务，社工都要亲力亲

为。

从受助到助人，孩
子求学路上更有动力

“每一次走访对我们来说都是心

灵的触动，孩子们的坚强品性给了我

们坚持下去的动力。”姚素敏说，通过

关爱困境儿童服务项目，团队成员看

到了孩子们身上的闪光点。

2017 年底，社工首次接触晓辉（化

名）时，他内向且略显自卑，但是很有

礼貌。春节前，社工又去晓辉家走访，

被他家的情况震惊了。

“很难想象,一个城市家庭过年时

只有一斤肉包饺子，没有其他年货。

他们家那么困难，孩子却从没告诉过

我们。”苏丽娟说，但是他家的墙上却

贴满了奖状。

2008 年，只有 4 岁的晓辉失去了

父亲，他和上小学的姐姐靠母亲打零

工供养。从那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姐

弟俩从来没有买过新衣服，穿的衣服

都是亲戚、朋友、邻居给的。上小学

后，晓辉成绩优异，在完成功课的同

时，还帮母亲做家务，深得邻里称赞。

入户走访结束后，他们决定帮助

这 个 孩 子 。 每 过 一 段 时 间 ，社 工 就

要去他家看看，陪他做做功课，聊聊

心 里 话 ，逢 年 过 节 还 给 晓 辉 送 些 小

礼物。

受助的同时，帮助他人。晓辉在

乐助社工开展的假期“七彩课堂”活动

中一直扮演着小社工的角色，他帮弟

弟妹妹们补习功课，还会送上精彩的

文艺表演。慢慢地，晓辉长成了一个

阳光自信的大男孩。

“姚老师对孩子的帮助很大，告诉

他很多道理，帮他树立了信心。”晓辉

的母亲郑兰说。

3 年前，晓辉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

市一中，并且连续 3 个学期被评为全

校优秀团干。如今，晓辉正在备战高

考，目标是 985 大学。“我马上就 18 岁

了，父母给了我生命，社工阿姨给了我

信心和勇气，我会用实际行动回报帮

助过我的每一个人。”晓辉说。

朴实的话语，真挚的情感，足以让

每一个人动容。

平顶山市关爱困境儿童服务项目

启动以来，被纳入帮扶范围的 438 名

困境儿童“微心愿”全部实现，项目重

点结对帮扶困境儿童 212 人。12 名困

境儿童和 16 名家长成为项目的长期

志愿者，从接受帮助变为帮助他人。

这蕴含着社工和志愿者的爱心与真

情，也托起了无数困境家庭的希望。

近日，平顶山市关爱困境儿童服务项

目获评 2021 年河南省优秀志愿服务

项目。

“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都值得被

世界温柔以待，庆幸的是，我们的社会

在行动，共同为困境儿童撑起一片蓝

天。”侯丽娜说。

（本报记者 杨元琪）

面对困难和挫折，他们鼓励孩子笑对生活

从拒绝交流到敞开心扉，孩子的童年有了色彩

平顶山市关爱困境儿童服务项目由市乐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于2017年 10月发起，目

前被纳入帮扶范围的 438名困境儿童的“微心愿”全部实现，重点结对帮扶困境儿童 212

人。12名困境儿童和16名家长成为项目的长期志愿者，从接受帮助变为帮助他人。

项 目 名 片

侯丽娜陪盈盈上网课 本报记者 杨元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