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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到底

在志愿服务的道路上，息州义工
从未停止过爱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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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息州义工成立之初，质疑
声曾接踵而至。 “出风头”“作秀”“诈
骗”“非法敛财”，说什么的都有。朋友
们好言相劝，“久儿， 咱出钱出力，还
被误解，图个啥？ ”

宗灵网名“久久”，义工们喜欢叫
她“久儿”。这个“久儿”和《红高粱》里
的九儿虽然字不一样，但一样有着美
丽的外表和敢作敢为的性格。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不管面对
多大的困难和非议，我都要一直做下
去！ ”宗灵———这个爽爽俐俐、真性情
的“久儿”说，虽然有过苦恼，但从没
想过退缩。 而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如
今，赞许逐渐取代了质疑，越来越多
的人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 爱心，

正像一股溪流，汇聚成江河……

七夕义卖， 息州义工年年不落。

每年提前确定捐助对象， 并进行宣
传、公示。 义卖款一年比一年增多的
背后，是义工们为包装鲜花而被玫瑰
茎秆的刺扎得伤痕累累的手，是几天
高温暴晒下的坚守，是社会各界争相
义买鲜花的爱心涌动！

去年七夕当天， 骄阳炙烤着大
地，室外温度更是高达

40℃

。 在息县
小十字街口，息州义工义卖鲜花处人
来人往，格外热闹。

突然间， 有人喊了一声，“快点，

久儿晕倒了！ ”没有吃饭，只喝了少量
的水，在那样高温的室外，宗灵坚持
了两天，直到中暑晕倒。

“作为发起人，我得带头往前冲，

再说了，我开过花店，包装鲜花的活

只有我会， 想想那些求知的眼神，冬
天里那些被冻得通红的小脸和冰冷
的小手，还有那些病榻前等钱救命的
孩子，我什么苦都能吃。 ”宗灵说。

去年的义卖， 息州义工共筹得善
款

8.4

万余元，全部用于救助年轻的义
工、白血病患者胡强。 这个在志愿服务
的路上已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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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80

后男孩儿，

家境贫寒， 却一直不遗余力地奉献爱
心。 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社会各界纷
纷伸出了援手。 胡强得救了，今年“六
一”，他又带头为留守儿童捐款……

做好人，行善事，对弱势群体无
微不至，对鳏寡孤独不离不弃，对留
守儿童关怀备至。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
雷锋———息州义工。 他们奉献爱，传
播爱，因爱相聚，被爱感动，感动别
人，也激励自己。

息州义工：不忘初心 让爱飞翔

一顶小红帽、 一件红马
甲，是他们统一的标志；帮困
救灾、扶残助学、公益环保，是
他们一致的行动。

2008

年
3

月， 息县一群普通的年轻人，

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息
州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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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息州义工用
爱心在息州大地上释放出了
磅礴的正能量，并把这种能量
演绎得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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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

日， 记者走近息
州义工， 探寻他们不忘初心、

让爱飞翔的故事。

传递力量

2015

年新春伊始， 我市历时一年
的寻找发现“最美信阳人”系列评选活
动揭晓，息州义工荣膺“最美信阳人特
别奖”。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特别在
哪里？

“息州义工是全市最早的志愿者组
织之一，也是息县众多义工组织中成立
时间最长、 规模最大的志愿者组织，最
早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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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自由职业的年轻人倡议组
建，如今已发展到

400

多人，来自各个
阶层、不同年龄层次。 ”息县文明办主任
赵建军告诉记者，“在息县，这是一个温
暖了无数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和贫困家
庭的集体， 他们就是爱和奉献的代名
词。 ”

成立之初的第一次活动，让义工们
印象深刻。

2008

年
3

月
27

日，在敬老
院里，一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拒绝
与义工交流，拒绝让人梳洗。 几位义工
姐妹花费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蹲在老人
跟前，耐心地与老人聊天。 言语的感化
中， 老人终于同意让义工们给她梳洗。

洗完头，老人的一句悄悄话让姐妹们落
了泪，“闺女，咱家还有肉，等会儿妈做
给你吃。 ”

走进敬老院，走进贫困学校，走进
特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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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 息州义工的足迹，

几乎走遍全县
30

多家敬（养）老院，资
助了近百名贫困生， 帮助了数十名重
病患者。 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
石流……祖国各地，哪里有困难，他们
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哪里。

“从建立之初每次活动只能筹集几
千元的善款，到现在一有活动总是能得
到大家的云集响应， 是爱给了我们力
量，让我们一路前行。 ”息州义工创始人
宗灵感慨地说。

相互感染

爱是具有感染力的。

息州义工的成立本身就是被爱
感染的结果。“

2007

年，我去惠州看望
姐姐，却被姐姐拉去看望当地的孤寡
老人，当时我就特别想像姐姐一样做
义工。 ”宗灵告诉记者，惠州之行后，

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身边的朋友，

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尹东与息州义工结缘也是源
于一场爱的救助。尹东是息县李塘
实验中学的一名老师，那份微薄的
工资常年用来资助班级里的贫困
学生。

2012

年的一天，班里的贫困学生
蒋玉玲又一次来找尹东提出了退学
申请。

“孩子， 不上学你怎么能改变自
己和家庭的命运呢？ ”尹东反复地劝
说。 但他深知，对母亲早逝、父亲多
病、两个弟弟尚且年幼、吃了上顿没
有下顿的蒋玉玲来说，自己的劝说是
多么无力！

正当尹东无计可施之际，息州义
工入校排查得知了蒋玉玲的情况。

“他们二话不说， 出钱出力，把
蒋玉玲从辍学的边缘拉回到校园。 ”

尹东感动之余， 毫不犹豫地加入到
息州义工，成为息州义工里的“铁杆
义工”。

息州义工爱的接力棒就是这样
传递下来：尹东加入息州义工以后又
叫来了妻子黄丽，住建局的义工蔡梅
红带来了好友任君，任君带来了弟媳
周俊……

“长大后，我一定要像你们一样，

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像我一样
的孩子，把爱心传递下去。 ”这是蒋
玉玲的心声， 也是被救助孩子共同
的心声。

息州义工七夕鲜花义卖。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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