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6 日一早，天还没亮，
雾蒙蒙地夹带着一股寒意，为了
能赶在上班高峰期前到达执勤地
点，此时家住方山县的久久爱心
协会副会长刘选平发动了他的七
座面包车，从方山出发一小时后
到达离石凤山路口。六个小时前
他才刚刚结束一天拉煤工作。

像刘选平一样赶去高峰期执
勤的还有一百多位志愿者，他们有
的步行，有的骑电动车，从四面八
方赶往“值班岗位”：建设街、八一
街、龙凤大街、滨河北路……当时
间指到 7 点 30 分时，身穿红色马
甲，手握引导旗的志愿者们开始了
他们两个小时的“执勤任务”。

为推动我市十大文明市民教
育行动提质增效，营造人人参与
创城、成果家家共享的良好社会
氛围，市文明办联合市区 12家志
愿服务组织，150 多名志愿者每
天早、晚上下班高峰期，在行人、
车辆密集的 8 个交通主干道路
口，协助交警开展文明交通劝导
志愿服务。一颗颗闪耀在车流、
人群中的红马甲，用实际行动维
护良好的交通秩序，照亮了这座
城市的文明形象。

“请您退后一些，超出那一点
也快不了几分钟，您说对不对！”
刘选平站在路口耐心地对来往的
行人讲道理。当红灯亮起，非机
动车道一下涌来七八辆电动车，
一位头戴黑色头盔、二十岁左右
的年轻人并没有停下的意思，正
要拧着手把闯红灯，被刘选平一
把拦下。刚刚还着急慌忙的年轻
人退到了斑马线内。挥旗、指向，
每当红绿灯交替变化，刘选平便
用熟练的动作，引导过往行人。

“来来来！加快速度过……
停下来！别走了，现在是红灯，两
边车正在通过路口，请您原地等
候！”八时整，正值上班高峰期，在
龙凤大街十字路口，人流量迅速
增大。一位身穿蓝色马甲的大姐正“堵在”一排电动车
前，扯着嗓门挥动着胳膊疏导交通，她是吕梁市志愿者协
会会长侯凤娥，她说：“咱这是为这个城市，噪门高也不怕
惹人。”十分钟过去了，侯大姐指挥的气势让过路的行人
都由不得停下来听她指挥。

“他们真的让我敬佩，每次看到他们这样的义举心里
觉的很踏实，更能感觉到吕梁市真的在一步步变好。”在
非机动车等候区，来自东关小学的一名教师这样说。“谁
不想住在文明舒适的环境里，人家这是为咱们办好事
了。”骑着黑色电动车男士操着一口方言高声说道，一旁
等候的行人有的点头表示赞同。

上午两个小时的“执勤”时间，随着红绿灯的交替变
化，记者观察到大部分市民都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做到
红灯停、绿灯行。也能看到有个别出行者骑电动车不戴
头盔或不走斑马线横穿马路，此时志愿者们就会配合交
警对违规驾驶人进行制止和批评教育。

下午 3时，家住北川河，59岁的冯兴娥早早地搭着老
伴儿的摩托车，到了龙凤南大街口，她笔直地站在路口，
目不转睛地盯着来往的车辆、行人。过往行人等待红灯
时也不自觉的将视线转移到她的身上。“和我妈一样的年
纪，他们在那站着就已经让我们很受教育了。”一位过路
的市民说。引导旗在她手里一直挥动，当记者走过去打
招呼握手时记者被她那双热乎的手惊讶到，冯兴娥自信
地笑着回答“我这身体比年轻人还年轻咧！”

一天的时间，记者走访了建设街、兴隆街、世纪广场、
八一街等多个主干道路口，志愿者们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对一些闯红灯、不走斑马线、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等不文
明行为进行劝导，让很多出行者认识到遵守交通规则的重
要性。记者也了解到志愿者们都是来自不同的行业，有超
市售货员，有企业文员，有大学毕业生，有服装销售员，有
退休职工，年龄最大的 84岁，最小的 22岁。他们在接受采
访时表达出一致的心声，“站岗一点也不辛苦，能为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感到十分荣幸，让更多
的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树立我市的文明形象。”

下午六点，冯兴娥的老伴儿骑车来接她，“走了，能回家
了！”“哦，知道了，”她嘴上答应着，脚却迟迟不挪步。“再站会
吧，现在还早点。”老伴儿一声不吭，到马路边静静等着她。

初冬的街道上，一个个身穿红色
马甲、佩戴红袖标的志愿者在人群中
分外醒目。他们手拿宣传册和引导
旗，活跃在十字路口处、公交站牌前、
大街小巷里，整个城市涌动起一片格
外鲜艳的志愿红……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入开展文
明城市创建活动，城区生态环境不断
改善，市民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为进
一步营造浓厚的创建文明城市宣传氛
围，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服务精神，11 月 16 日，市文明办联
合市区多家志愿服务组织开展“美丽
幸福吕梁 志愿服务有我”交通志愿服
务活动。

“我不图名也不图利，就是想在自
己能力范围内为咱们这个城市做点
事。”来自离石区讲文明志愿者协会的
雒效宁老人笑着向记者说道。自创建

文明城市活动启动以来，84 岁的他每
天提着自制的“垃圾袋”，日复一日地
清理着街头地面上散落的烟头、纸屑
等 杂 物 ，不 论 刮 风 下 雨 从 没 有 间 断
过。“前些日子下雪地滑，他摔倒了好
几次，大家都劝他等天气好点了再来，
但他这人犟的很，谁说也不听，硬是坚
持每天过来和大家伙儿一起干。”志愿
者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掀起了全民动
手、人人参与的创建文明城市新高潮。

“ 创 建 文 明 城 市 可 是 个 大 好 事
儿。现在走在路上，车辆基本都会礼
让行人，坐公交搞不清线路也有志愿
者耐心解答，马路上也都是干干净净
的，这日子真是越过越有盼头。”正在
公交站牌等车的刘大爷说道。创建文
明城市，就是为群众办实事，让每位市
民都能感受到环境改善带来的益处，
让大家生活更舒心、更放心、更安心。

“我们协会专门设立了‘爱心屋’
作为信息支撑后台，保障一线志愿者
的服务需求，并建立工作日记，对群众
求助问题进行记录，及时总结经验，不
断查缺补漏。”吕梁市追梦爱心公益协
会负责人说。在这次“美丽幸福吕梁
文明志愿有我”交通志愿服务活动中，
多家志愿服务组织围绕“说文明话、办
文明事、做文明人、创文明城”的工作
目标，建立了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
长效机制，力争为打造干净整洁、舒适
宜居的美丽幸福吕梁出一份力、增一
份光、添一份彩。

风尚渐成，久久为功。如今，街道干
净整洁、交通秩序井然、人车礼让通行、
市民文明有礼，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
到的文明新风正洋溢在我市街头巷尾、
各个角落，“文明一个人、温暖一座城”的
美好画卷，正在城市上空徐徐展开。

一草一木皆风景 一点一滴筑文明
——吕梁市多家爱心协会参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侧记

□ 本报记者 韩笑

2018年 9月 1日，一群身穿红色马
甲的志愿者走进了贫困大学生温琴艳
家，那天她收到爱心人士送上的一份特
殊礼物，2000 元爱心款及价值 1000 多
元的秋冬衣服和鞋子。“我特别感动，当
时正为了学费犯难，是他们雪中送炭让
我感到了温暖。”温艳琴口中的他们就
是吕梁市久久爱心公益协会，这是一家
社会公益组织。协会成立四年来，扶贫
济困、关注孤寡老人、关爱留守儿童，爱
心传递遍及吕梁市十三个县。

“我默默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将
来能够回馈社会。”去年温艳琴顺利从
忻州师范毕业后又一举考上了岚县纪
委，成为了一名公务员。领到第一月工
资后，她高兴地赶紧给会长张安才打电
话：“张叔叔，我也想像你们一样拿出一
千块帮扶贫困大学生。”张安才听到这
话感动地说：“孩子，你出息了啊。”

张安才做公益已经有三十多年，
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总会情不自禁地落
泪。他经常被受助对象称呼为“大好
人”，因为从小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
大，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种子从小就深
深地埋在他的心里，大学毕业后下海经
商，在商海摸爬滚打 20多年，挣钱后回
乡后他一边经营生意一边做公益，从一
个人做公益到几百人一起做，多年的公
益之路，张安才带领着协会用爱温暖着
需要被关心和爱护的人们。

行合趋同，千里相从。协会初创
时期只有六人，张安才是草根企业家，
刘选平是货车司机，冯爱军是小学校
长，成文军是水泥厂工人、王虹霞、卫彩
艳是书法培训教师，他们因公益结缘，
为了共同公益梦想聚在一起。2017年 7
月 19日由张安才起草协会《章程》草案
及各项管理制度，大家分工明确，紧锣

密鼓加班加点筹备协会事宜。协会通
过了层层考核，同年 10月 19日，久久爱
心公益协会被市民政局正式批准，成为
合法的社会公益组织。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从6个人
到 414人，从小善到大爱，协会始终秉持
着“一群人、一条心、一辈子、一件事”的宗
旨。他们的善举影响了将近5000多人的
命运，成立仅仅四年的时间，协会先后深
入吕梁13县（市、区）走访慰问孤寡老人、
留守儿童、贫困学生 366次，贫困学校 23
所，捐赠物资达 300多万元，参与慰问的
志愿者达3000余人次。

公益事业做的越大，所需投入的
时间、金钱、精力也就更多。因经费有
限，从协会注册时一切的交通费、招待
费、相关手续费用都是张安才自掏腰
包。他主动将自己的办公场所无偿提
供给协会使用，后来小小的办公室已经
无法开展工作，需要租赁更大的办公场
所，面对几万元的房屋租金以及慰问物
质，大家都犯了难。为了保证协会正常
运行，张安才把自己能拿得出的存款全
部拿出来填补。租赁的办公环境换了
一处又一处，2019年考虑到没有固定的
办公场所对协会发展的影响，他隐瞒妻
子将省城的住房卖掉在离石买下一处
三层房屋作为协会办公场所。

副会长刘选平，一位普通的卡车司
机，从协会初创到现在他将自己七座商
务车无偿提供协会使用。四年来共参
与社会捐款物资合计 9万余元，每年参
与一对一助学贫困生 1000 元捐助活
动。被协会评为“优秀志愿者”、“爱心
人士”，在助力贫困县脱贫攻坚工作中
被岚县小万村授予“荣誉村民”称号，在
2017——2019年度全国志愿服务信息
系统中评定为“三星级志愿者”。

协会副会长兼妇女委员会主任李翠
英，截止目前共参与公益活动 213次，累
计捐赠总额 30余万元，历年累计志愿服
务时间 1106.5小时，疫情防控期间，她
志愿服务时间长达 235小时，捐赠物资
折价 3000元，并捐款 1000元。今年，她
获得了中央文明办颁发的“中国好人”
称号。这样的事迹在协会里数不胜数。

为了协会更有序运作，身为党员
的张安才在协会成立了党支部。党支
部的成立，让协会中党员和渴望政治
思想进步的会员找到了“家”，有力保
障了协会的发展方向，为公益事业的
持续壮大提供了强大动力。吕梁市久
久爱心公益协会党支部也成为了吕梁
市级首家成立党支部的市级公益组
织。目前已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21 名，
预备党员 9名，正式党员 7名。

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随着
协会每年开展公益项目越来越多，声誉
和名气大增，社会声誉得到政府和百姓
认同，政府也通过各种渠道与之加强联
系，协会的公益项目也由最初简单的献
爱心活动转变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46位志愿者在 41个服务点开展了疫情
防控物资慰问、卡点布控、社区排查、场
所消毒、数据统计等工作，捐款 2.6万余
元送到疫情防控定点医院。今年协会作
为山西唯一的地方性公益组织受邀参加
第三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推进会
议，同时组织协会志愿者驱车 16000多
公里赴新疆莎车县、疏附县等地开展走
访调研，为新疆困难学校和学生捐助 70
多万元的教学物资。同时致力于打造
王牌项目、精品项目，如“一对一助学”
和“暖冬行动”品牌已成为吕梁公益性
社会组织的闪亮名片。

2019 年，协会党支部被吕梁市委
组织部评为“双强六好”市级示范党组
织。2021 年 2 月，协会被山西省委宣
传部、省文明办等 14 部门联合推选为
山西省“最佳志愿服务组织”。2021年
6 月，协会党支部被评选为山西省“两
新”组织（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双强六
好”省级示范党组织）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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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 一条心 一件事
——记吕梁市久久爱心公益协会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美丽幸福吕梁美丽幸福吕梁
文明志愿有我文明志愿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