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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名义工，让爱充满无限力量
“去文明办报个名做个义工，

你的生活才有意义。 ”吴萱一语道
出了息县让爱飞翔公益团队能把
这么多年轻人聚在一起的原因。

行程
1196

公里，走访慰问了
曹黄林、小茴店、关店、东岳、白
店、 夏庄等乡镇贫困学生和帮扶
群众， 让爱飞翔公益团队虽然成
立时间不长， 却扎扎实实做了很
多工作。

麦收时期经常性下乡进村帮
助劳动力薄弱的家庭收割麦子；

下乡走访慰问
30

户贫困户，与其
中最贫困的

5

户形成结对帮扶，

为每户每年捐资
2000

元，逢年过
节都会上门慰问，送去慰问品；下
乡走访数十名贫困生， 走访过程
中为贫困生赠送学习用品、 生活
必需品或现场捐款， 资助其中

5

名贫困生，每学期捐款
2000

元作
为其生活费， 并经常给予贫困生

精神上的鼓励；“六一” 期间为息
县聋哑语训学校捐赠了生活必备
品， 并为语训学校的孩子举办了
专场晚会……

除了开展爱心活动之外，每
家企业门店内还设有爱心捐赠
箱， 墙面展示贫困户或贫困生的
事迹简介，接受社会捐款，并将捐
赠所得全部用于帮扶贫困户与贫
困生。

捐资助学、扶贫济弱，数千年
来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 一方有
难、 八方支援的美好传统风尚在
今天被不断延续和发展。

有人说， 慈善事业的发达与
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标
志。 而民间公益团体的发达与否
则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标
志。 息县让爱飞翔公益团队正是
以一种普通个体的公益力量，放
飞爱的梦想，传递社会正能量。

让爱飞翔公益团队：

放飞爱的梦想

不久前， 烈日下的息县街头出现了一个专门供应
清洁工和流浪人员的免费饮水站。 起初这个饮水站只
有一两个，慢慢地发展到了一条街。

息县让爱飞翔公益团队负责人李?是最早悬挂出
免费饮水宣传条幅的人。 “当初没想那么多，就是想在
炎炎夏日里，给辛苦工作的环卫工们送来一丝清凉。 ”

李?说。

8

月
2

日，记者走进了这个年轻的公益团队，探索
他们顽强执着坚守背后的故事。

面对非议，团队更加勇毅前行
“在踏上公益这条路之前，我们可能

永远体会不到什么叫奉献， 正是亲眼目
睹了许多默默无闻而又和蔼可亲的奉献
者， 才使我们更加坚定不疑地在公益这
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虽然我们的力量有
限， 但是我们的社会多么需要这股精神
与力量。 ”李告诉记者。

这个于
2014

年
4

月成立的公益团
队，由息县罗曼罗兰婚纱摄影、老凤祥鑫
鑫珠宝城、雅宝家具、三星电器、太阳雨
太阳能五家企业的员工组成， 现有成员
60

余人，其中大多是
80

后、

90

后。

用李的话来说，要真想办好一个公
益组织，你首先得“自备干粮”。 行程途中
需要费用，走访慰问、捐资助学也需要费
用， 让爱飞翔公益团队成立一年多以来，

花去的几万元公益费用一直靠着团队里
义工们自己经营的公司“输血”维持着。

缺乏“造血”能力，又没有“输血”来

源，一直依靠义工们“补血”式的输入显
然不是长久之计。

让爱飞翔公益团队的义工们一直在
思考解决之策。有义工提出发行“爱心卡”，

将所得用于志愿活动，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酒店进行爱心
募捐，刚刚说明了来意，就被保安赶出来
了。 ”

80

后的年轻义工张莹莹告诉记者。

“到别处去行骗吧！ ”保安向这群义工发
出“警告”。

“当时，我们的内心都挺委屈的。 我们
出售‘爱心卡’所得的钱财都是用于公益。

我们不是骗子。 ”义工陈世军告诉记者。

然而面对种种的尴尬、种种的委屈，

这些义工却没有退缩， 反而激起了他们
更加勇毅前行的力量。 “每一次，看见孩
子们高兴的笑脸，我都觉得挺高兴的。 这
时，我可以不去想别人怎么说，自己心安
理得就好。 ”义工吴萱笑着说。

走村入户，记录全家福的故事
岁岁年年人不同。 时间有种

特别的魔力， 它能褪去人们眼中
的神采， 在额头和面颊刻下深深
的沟壑， 模糊对于往事的精确记
忆。 对于一个家庭，如何能跟时间
“掰手腕”， 将记忆从时间的泥淖
中拯救出来？ “全家福”或许是不
错的选择。

“在数码时代来临的今天，有
些老人一生连一张自己的照片都
没有。 他们也希望被关爱，也需要
被倾听。 ”出于这种想法，

2014

年
7

月，息县让爱飞翔公益团队开始
了走村入户，为

65

岁以上的老人
免费拍摄全家福。

因为自己经营着一家婚纱摄
影店， 李承担了大部分拍摄任
务。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为
1300

多名老人拍摄了全家福。

路口乡弯柳树村
70

多岁的
老人陈文明说起这件事还难掩

激动之情。 “有这么会拍照的人
给俺们拍照，俺得多拍几张！ 这
以后都是个念想呢！ ”陈文明告
诉记者。

爱的延续的背后是义工们汗
流浃背的身影。

7

月的太阳最毒
辣。 “一天拍下来，摄影师的身上
从来没有干过， 到了傍晚能看见
汗渍凝固的白色印记。 ” 张莹莹
说。 除了要面对极端的天气，参与
拍摄的义工摄影师们还得面对高
强度的工作。 白天拍摄，晚上修图
是常事， 然而这些对他们而言是
累并快乐着。

“自从有了这些公益志愿活
动，店员之间的凝聚力加强了，带
着他们看看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
人家， 让他们参与一些公益志愿
活动， 渐渐地大家都有了家人的
感觉。 ”这或许是每一家参与志愿
服务活动的企业的意外之喜吧！

图为义工们积极参
加各项公益活动

义工们为敬老院里的老人包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