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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市红十字鑫祥龙救援队

因为选择 所以坚守
□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子璇

近两年，在吕梁经常能见到这样一支队伍：他们身穿红

色队服，穿梭于城市、农村，衣服上写着“鑫祥龙救援”。危难

时，他们会出现在最危险的救援现场；群众有困难时，他们总

是伸出援手，甚至在安全培训课堂上，都能看到那一抹鲜艳

的红色。

“宁可多流千滴汗水，绝不放弃一丝希望！”基于这样的

宗旨，2022年 5月，鑫祥龙救援队成立了。当时正值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建队没几天，队员们就马不停蹄投入到抗疫战

斗中，核酸检测现场秩序维护、封控区终末消毒、防疫物资捐

赠……在战“疫”一线，处处留下了救援队队员们奋勇向前的

身影。那一年，救援队的 5名队员先后 12次为检测点运送医

疗物资，为居民提供服务 85937 人次，并多次组织参与各类

捐资捐赠，为抗疫一线人员累计发放方便面、矿泉水、火腿

肠、医用口罩、消毒液等抗疫物资达 12000余元。

“预防是最大的救援。”队长郝小明总是这样说。因

此，深入各地开展应急逃生和应急救护培训成为救援队的

重要工作。队员们经常深入企业、学校、公园、社区等地，为

大家讲授如何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如何组织人员疏散、火

场自救逃生方法、如何有效快速进行急救等知识，力求让广

大群众通过相关知识的学习，在碰到意外事件时能将损失

减少至最低程度。“救援队开展的培训更加增强了大家对

消防工作的重视，提高了自防自救能力，对企业员工消防安

全的预防和普及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去年 12 月，

救援队在柳林县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后，相关企业负责人

说。

慰问孤寡老人、护航各类赛事、参加应急救援、开展消防

演练……仅仅在去年，救援队就先后组织参加过各类活动 30
余次，举办安全知识培训 10余次，队员们用高度负责的敬业

精神、饱满热情的工作状态、娴熟过硬的业务技能诠释了“人

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展示了红十字救援志愿者的风

采。

因为选择，所以奋进；因为生命，所以专业。“救援队全体

队员将持续加强专业知识储备，提升自身实战能力和团队协

作能力，打造一支群众放心的救援铁军，当好群众安全的守

护人。”郝小明的话铿锵有力。

“蛋蛋老爸”爱心公益协会

“志”在心中“愿”在行动
□ 图/文 本报记者 阮兴时

他们身着红色马甲，如酷寒中的炭火，给人送去温暖；他

们脸上露出的灿烂笑容，似春天里含苞的花蕾，扫去满脸的

疲倦；他们说出的温情话语，如夏日里一缕醉心的清凉，散去

心中的阴霾……在吕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实际行动生

动诠释了“播撒一份爱，温暖一座城”，他们就是离石区“蛋蛋

老爸”爱心公益协会的成员们。

2022年 6月 14日，在参加因救火牺牲的消防英雄刘泽军

的追悼会后，高军和李晓峰等几位朋友萌发出成立爱心公益

协会的念头。“刘泽军面对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勇往

直前、挺身而出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虽然我们

不能像刘泽军烈士一样惊天动地，但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去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李晓峰告诉记者。于是在 2022年 7月 2
日，“蛋蛋老爸”爱心公益协会正式成立。

协会成立以来，景区里、街道边、小区门口、防汛抗疫一

线，贫困老者、失学儿童家中……身穿红马甲、洋溢着青春笑

容、来自社会不同岗位的爱心志愿者成为最打动人心的风

景。春节前夕，志愿者们走进中阳县车鸣峪乡看望困难群

众。“我十几岁参军，参加过解放太原战斗，在青海修过路，参

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 91岁老军人刘金义家中，大家静

静地听老人回忆着那段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对

老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当得知老人还要照顾两个孙子，大家

送上了大米、面粉、食用油等关怀慰问物资，将温暖关怀切实

送到老兵心坎上。“如今，当年不畏生死、英勇作战的战士们

已是古稀老人，他们曾经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用鲜

血和生命换来了今日之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他

们，不该被遗忘，不应该被忽视。”“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很难

想象，他们在如此残酷、可怕的环境下却从未想过退缩，那些

为我们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值得我们

铭记。”志愿者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敬意与感激之情，大家觉

得参加这样的慰问活动十分珍贵。

一个人可以温暖一条路，一群人可以温暖一座城。如

今，越来越多来自社会不同岗位的人将爱心汇聚，加入到“蛋

蛋老爸”爱心公益协会当中来，大家用实际行动传递志愿精

神、传播爱，用爱心点亮希望。

吕梁市追梦爱心公益协会

街头结缘 让爱永随
□ 图/文 本报记者 王洋

“2016年的一天，高老汉带着两个年幼的孙子在离石区

龙凤街菜市场口穿着破旧……”吕梁市追梦爱心公益协会会

长梁君回忆说，高老汉叫高孝益，是临县石白头乡叶树林村

人，他之所以生活艰难，源于儿子和儿媳的家庭变故，突如其

来的变故，让两个年幼的孩子变成了事实孤儿，孩子的奶奶

也因此一病不起，走投无路下，窘困潦倒的高孝益开始找生

活。

“小善大爱”是吕梁市追梦爱心公益协会的团队宗旨，当

梁君得知高孝益和老伴这两个古稀老人不仅得不到子女的

赡养，还需要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时，梁君觉得倍感压力，协

会没有充足的经费，平日里的公益活动都是靠志愿者的爱心

捐款来维持，长期帮扶注定困难重重。但梁君觉得必须对这

个家庭伸出援手，而且要管到底，否则这个家庭就毁了，两个

孩子就毁了！

梁君和协会的志愿者商议后，决定由协会每月为两个孩

子提供 400元的生活费以及长期结对帮扶，并且通过不断协

调，让孩子们免费上了幼儿园。从此以后，高孝益一家就成

了该协会的重点帮扶对象，每年协会的志愿者们都陪伴高

琪、高豆过生日，时不时组织各种活动去看望他们。如今的

高琪、高豆不用再担心食不果腹。在协会的帮助下，高孝益

不仅领上了低保金，找了一份饭店洗碗的工作，一个月有

1800元的收入。高孝益一家的日子在吕梁市追梦爱心公益

协会志愿者的爱心接力下变得越来越好。

据悉，吕梁市追梦爱心公益协会 2016年批准成立，已经

拥有 1200 多名爱心志愿者。自成立以来，协会执行全国公

益项目 11个，自创公益项目 9个，组织爱心公益活动 1800余

次，志愿服务已超过 30000多次，资助弱势群体爱心善款、物

资已达 100多万元。2021年被山西省委宣传部、团省委等 14
部门授予“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2023年被吕梁市授予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该协会多名志愿者被省市授予“优秀

志愿者”称号。

中志协应急委吕梁服务队

初心不改 随时冲锋
□ 图/文 本报记者 高茜

联系到中志协应急委吕梁服务队队长张拥军时，他正埋

头整理今年服务队的重点工作，手跟前的一个厚厚的笔记本

上密密麻麻地已经写了几页，其中一页上用大大的字写着：

加强水域救援工作。

记者问到，吕梁群山遍布，加强水域救援工作的意义在

哪？张拥军说：“正因为吕梁群山环绕，所以水域救援方面的

工作是短板。但水火无情，遇到紧急情况时，需要这样一支

志愿队伍挺身而出。”

中志协应急委吕梁服务队于 2021年 5月成立，自成立至

今，已发展了 13 个县（市、区）级服务队，全市加入志愿者队

伍的总人数达到 1600 余人。这些队员来自各行各业，有退

役军人、有大学生、有行政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就是这

样一群人，他们秉承着“互助不求回报”的精神聚在一起，遵

循着“互帮互助、助人自助、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宗旨，竭

尽全力在吕梁的各个应急关头奉献着志愿力量。如今，仍有

源源不断的怀有大爱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说起水域救援工作，中志协应急委吕梁服务队并不陌

生。去年 8 月，京津冀遭遇极端强降雨，特别是河北涿州灾

情牵动人心，中志协应急委吕梁救援队第一时间连夜赶赴涿

州支援。运送物资、紧急疏散、水中救援等行动都不在话下，

他们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心愿，那就是哪里最需要他们，他

们就去做什么。回忆起队员们曾经勒肿的双肩、僵硬的脊

背、酸软的双腿，张拥军眼中满是心疼，但更多的是把这份付

出坚持下去的坚定。此次支援活动后不久，服务队就开展了

潜水救援培训，培训中水域救援装备穿戴、水下打捞、水下搜

索、应急自救等科目应有尽有。“只有通过这样高强度的训练

才能让队员们将潜水救援本领学精、学透，才能进一步提升

水域应急救援能力。今年，我们也将在开展常态化服务的同

时，加大培训力度，填补服务队水域救援力量的短板。”张拥

军说道。

这支服务队成立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却在城市的各个角

落里留下了让人难以忘怀的时刻：在疫情防控的紧急关头，

他们不怕感染风险冲锋一线进行消杀工作；在血库缺血的告

急时刻，他们冒着风雪毅然挽袖献血；在万家灯火共庆团圆

时，他们仍旧默默备勤，用那抹“志愿红”温暖着群众的心

……至今为止，中志协应急委吕梁服务队先后主动面向社

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免费开展消防、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和应

急救护培训活动 80多场次，受益群众达 10000多人次。与吕

梁市红十字会合作，成功组织了红十字急救员培训班，培训

初级救护员 100余人。

“我们在积极寻求政府扶持的同时，将以更高的标准要

求自我，规范管理、刻苦训练、再接再厉，以更加专业的技能、

优异的成绩展现志愿者的风采、竭尽所能为实现建队初心而

不懈努力。”这是中志协应急委吕梁服务队的承诺，他们也用

实际行动实现着他们的承诺。

吕梁市久久爱心公益协会

志愿微光 温暖如炬
□ 图/文 本报记者 韩笑

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活跃在吕梁的各个角落，不计回

报，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爱、播种爱，诠释人间真情。如果有人

问起：“你们是谁？”他们会粲然一笑：“我们是吕梁市久久爱

心公益协会的志愿者。”

从 2017 年成立至今，吕梁市久久爱心公益协会的志愿

者们走进我市广大社区、乡村，帮扶孤寡老人、残疾人和贫

困学生；穿梭在各类公益活动现场，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定期开展捡拾垃圾、文明劝导等活动，成为了我市创城生

力军……

“为了给我治病，家里仅剩的一点积蓄都花光了，眼看着

离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真不知道该到哪里筹集孩子们的学

费！”2023年，正当中阳县武家庄镇石口头村的村民邢亮平一

筹莫展之际，吕梁市久久爱心公益协会送来的一笔助学金为

他解了燃眉之急。

在吕梁，像邢亮平这样的受助者还有很多。从 2018 年

起，吕梁市久久爱心公益协会便在组织志愿者走访调研困难

学子家庭的基础上，通过向社会发出援助倡议，由各界爱心

人士进行点对点结对帮扶，每年资助困难学生 1000 元。此

外，为了让更多孤寡老人温暖过冬，吕梁市久久爱心公益协

会还打造了“暖冬行动”公益品牌，为农村孤寡老人传递来自

社会公益组织的温暖和爱心。“截至目前，我们‘一对一助学’

资助困难学生 229个，困难学校 43所；‘暖冬行动’累计慰问

老党员、老红军及孤寡老人达 8000 多人次。”吕梁市久久爱

心公益协会张安才告诉记者。

爱心召唤，应者云集。7年时间里，吕梁市久久爱心公益

协会也从最初 7个人的小团队，发展为了今天拥有上千名志

愿者的公益组织。协会先后被山西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

14部门联合授予山西省“最佳志愿服务组织”；被共青团山西

省委授予山西省“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集体”；被民政部授予国

家社会组织最高奖“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等荣誉。

“下一步，我们协会将继续开展好‘一对一助学’‘暖冬行

动’‘援疆援藏’等公益活动，打造公益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为建设幸福吕梁努力奋斗！”谈及未来，张安才满怀期待。

吕梁市留守儿童救助协会

留守孤单 关爱温暖
□ 图/文 本报记者 康桂芳

3月 1日上午，吕梁市留守儿童救助协会一行 8人来到临

县城庄九年制学校参加学校的开学典礼，为学校 219名留守

儿童送上了暖冬“四件套”。校长渠利平高兴地握着协会会

长孙宏伟的手说道，“你们的到来犹如一股春风，为我校的孩

子们送来了温暖和力量。”

看到孩子们脸上的笑容，孙宏伟鼓励孩子们一定不要自

暴自弃，一定要努力学习，改变命运。“是同情，更多的是希

望，希望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每每看到留守儿童，孙宏

伟总是忍不住地心疼，这也更加坚定了他在这条公益路上的

决心。

孙宏伟是一位媒体人，在长期的采访写作工作中，留守

儿童这个群体引发了他的强烈关注。“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

向城镇聚集，不少孩子脱离了父母的直接监护，成了留守儿

童，致使他们在心理健康、学习成绩等方面问题较大。”带着

担忧，孙宏伟只要有时间就联络朋友或者爱心人士，深入乡

村、校舍、家庭，对孩子们进行爱心救助。

通过一次次走访，一次次交谈，他发现仅仅凭着几个人

的力量是不够的，如何能将更多的力量聚集起来帮助这些

“城堡中的儿童”成了他心里最大的念头。

“凡是想到应该做而又能做的事情都不能等待，要马上

去做。”孙宏伟说干就干，2016年 5月 23日，吕梁市留守儿童

救助协会正式成立，“面向农村留守单亲困境儿童，立足救

助，依靠社会各种力量，广开救助渠道，积极募捐”写进了协

会章程，成了 700多名志愿者秉持的理念。

在他的带领下，在相关部门的正确监督和指导下，迄今

组织会员和爱心人士先后深入吕梁 13个县（市、区），通过走

访、核实、筛选，为 150余所学校、100余个农村、4所儿童福利

院开展了 400余次不同主题的公益活动，救助了 1万多名留

守儿童，捐赠物资达到 20万元。

协会成立七年多来，孙宏伟深信，公益是一项长期的事

业，而爱心只是起步时的一种推力，只有专业科学管理才能

真正让公益事业长期持续发展下去。孙宏伟说，“虽然有很

多困难，但有那么多孩子等着我呢，我得做下去，也会将公益

事业一直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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