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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共青周刊

从左至右：

王敬群 1946 年 11 月至 1949 年年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四、第十纵队先后任旅、师政委

王敬群 1950 年任中共福建省永安地委书记、兼任永安军分区政委

王敬群 1952 年 7 月任中共福建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新青团省委书记

王敬群于 1946 年任华野 1 师（军）政治部组织部长，1947 年 2 月任华野四纵 11 师政委，1949 年 1 月任十纵 30 师政委

王敬群（右）任华东野战军第 10 纵队 30 师政委时，于 1994 年 2 月 23 日与师长冯鼎山合影

王敬群在家中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

王敬群为中国青年报赠书《红星照耀我战斗》

王敬群为中国青年报赠书《红星照耀我战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璐璐

炎炎夏日，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人群

中 身 着 蓝 色 制 服 的 志 愿 者 身 影 也 格 外 醒

目，他们被大家称为瑞金“蓝小医”。

6 月 3 日，中共一大纪念馆全新开放，

距离纪念馆最近的综合性三甲医院——瑞

金医院，在馆内开设了医疗救治点，选拔

100 名专业医护青年、100 名医学生组成

医疗队。每天，1 名医生、1 名护士、6 名

具有医学背景的志愿者和两名 120 急救中

心负责转运的医生驻扎此地，负责前来参

观人员的医疗保障和健康科普工作。

“报名非常踊跃，远超 200 人，所以

我 们 还 进 行 了 遴 选 。” 瑞 金 医 院 团 委 书

记、志愿者服务队队员杨溢说。

此次志愿服务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

分负责医疗保障，另一部分负责场地志愿

服务。

在医疗保障方面，此次派出的医疗保

障志愿者全部是经过培训选拔出的大内科

和大外科临床一线的正式职工，他们政治

素养高、专业技能强，虽然年轻，已具备

丰富的临床经验。护士的遴选也经过护理

部严格筛选，确保服务的专业性。

另一支场地志愿服务队伍由医学生、

临床公共平台 （检验科、影像科等） 青年

医生、青年科研工作者和行政管理岗位的

青 年 组 成 。 志 愿 者 们 在 馆 内 负 责 场 地 引

导、协助一大纪念馆的宣誓活动，并进行

部分翻译工作。除此之外，瑞金医院还提

供了健康咨询服务和医学宣教活动。第一

期制作的医学宣传册，从医学的角度为市

民讲述了在参观过程中出现健康问题该如

何处理。

每天，志愿者们从开馆忙到闭馆，井

然有序地开展各项工作。早班会上，当值

人员需要反馈前一天的重要事件及处理情

况；确认医生和护士的出诊背包医用物品

齐全；温习参观人员常问问题及答疑；医

学生会再次接受急救知识的培训。

不仅有专业的人员配备，在医护救治

措施上，瑞金医院志愿服务队也尽可能做

到细致周到。一大会址进门左手边的医疗

保障岗位配备了血压仪、心电监护仪、自

动 体 外 除 颤 器 （AED） 等 抢 急 救 设 施 ，

还有一台转运担架车、外伤用的消毒、包

扎用品以及针对常见疾患的急救药品。因

为正值夏季，担心长时间在外排队参观的

市民会出现中暑、被蚊虫叮咬等情况，还

贴心准备了清凉油等防暑用品。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每天都安排一

辆救护车停在纪念馆旁边，万一有情况，

场地志愿者、医护志愿者和急救中心及瑞

金医院能形成一个联动模式，为大家参观

一 大 纪 念 馆 提 供 最 大 限 度 的 安 全 保 障 。”

杨溢介绍，瑞金医院采用多方联动的志愿

服务模式，设立转院机制，在瑞金医院总

院的急诊和瑞金 医 院 卢 湾 分 院 的 急 诊 都

开 通 了 绿 色 通 道 ， 确 保 患 者 在 突 发 状 况

的 第 一 时 间 转 诊 救 治 。 另 外 ， 在 医 疗 救

治点还设立了 5G 配置的救护车远程会诊

中 心 ， 遇 到 危 及 生 命 的 突 发 情 况 ， 可 以

立 刻 连 线 到 瑞 金 医 院 专 家进行现场指导

救助。

“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怀着感恩

崇敬之心前来参观，我们青年党员也备受

感动，更进一步感受到信仰 的 力 量 ， 也

更 激 励 我 们 坚 守 好 这 个 平 凡 而 光 荣 的 岗

位 ， 守 护 每 一 位 参 观 者 的 健 康 安 全 是

‘蓝小医’志愿服务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结 束 一 天 志 愿 服 务 工 作 的 呼 吸 ICU 护 士

金玲说。

中共一大会馆全新开放引发志愿服务佳话

□ 朱真伟 周菁楠

“志愿者每一次微小的集结，都将
是促进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基石，而顶
层设计下的志愿服务体系，更是能将基
石的效用发挥到最大。”这是中国科学
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浙江省肿瘤医
院）“爱之光”志愿者服务团队志愿者
们的深切体会。

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浙
江省肿瘤医院）“爱之光”志愿服务团
队目前拥有 10 支小分队，分队中最早
组建的队伍已有 21 年的队龄。以前，
医院的这 10 支小分队犹如志愿者“游
击队”，各自为战。而在 2012 年，我们

将顶层设计运用于志愿服务团队管理当
中，强培训、建平台、定方向，将队伍
进行整编，促进了医疗志愿服务建设制
度化、对象明确化、团队专业化、成效
最大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疗志愿服
务团队。

以问题为风向标，稳抓志愿服务建
设制度化。制定并实施医院《志愿服务
管理制度》，内含志愿者招募注册信息
管理、培训管理、激励奖惩、服务记
录、供需对接等内容，为院志愿服务工
作进行统筹管理。我院目前志愿者人数
逾 2000 人。多年来，职工在志愿服务
中主人翁意识进一步强化，更是在积极
参与志愿者服务的同时主动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自觉成为“改善服务”行动

的践行者。
以需求为探测仪，保证志愿服务对象

明确化。积极引导志愿服务小分队结合专
业特点，以需求为导向，确定服务对象，并
将服务重点放在本团队的重点群体当中。
将志愿服务“活动”向“项目”转变，打造了
突出肿瘤专科医疗特色、具有示范效应、
影响广泛的志愿服务项目。其中“友爱之
家”关爱乳腺癌患者服务队、“无喉有声”
复声志愿服务队、“阳光之家”关爱造口人
志愿者服务队在省级、国家级志愿服务项
目大赛中斩获多项荣誉。

以岗位为航行灯，推进团队服务水平
专业化。各志愿服务队以专业特色为指
引，根据服务对象疾病特点，创新发展临
床医生、护士、心理医生、营养师、康复

患者、患者家属、社会志愿者为主体的
“多位一体”服务模式。志愿服务团队将
专业知识融入日常服务，定期组织志愿者
培训，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康复指导，康
复志愿者带动患者积极加入志愿服务并不
断壮大志愿队伍，患者家属及朋友主动参
与服务，将同情心转化为同理心，全面促
进患者身心康复，切实解决他们在疾病康
复和回归社会家庭过程中的诸多“痛点”。

以精准为主抓手，促进志愿服务成效
最大化。长期以来，医院组织专业团队对
服务对象的各项需求及现存问题进行调查
研究，并多维度地进行专业干预服务，形
成多项课题立项，发表相关论文数篇。且
在志愿服务团队的努力下，成功帮助 458
名失去声音的喉癌患者重新发声，使获得

帮扶的乳腺癌患者手臂机能恢复率达到
87.3%；平均抑郁分数从 51.1 分降低至
37.1 分，焦虑分数从 49.4 分下降至 38.4
分；团队帮助下的90%的造口人能自我护
理造口。

在顶层设计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医疗志愿服务团队在常态化
的活动中，逐步形成长效机制，基本建成
布局合理、管理规范、服务完善、充满活
力的组织体系。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志
愿服务将会在医院的统一部署中有更进一
步的突破。

【作者朱真伟系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
肿 瘤 医 院 （浙 江 省 肿 瘤 医 院） 党 委 副 书
记 、 纪 委 书 记 ， 周 菁 楠 系 该 院 党 办 副 主
任、团委书记】

以顶层设计促进医疗志愿服务“四化”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岳勇 贾达礼）贵州省

遵义市播州区民政局围绕“党建引领促发

展、民政服务零距离”主线，扎实推进城

乡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和留困儿童

关爱救助等工作，为拓展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排忧解难。

今年以来，该区民政局聚焦民生实事

项目，着力把实 事 办 实 、 项 目 办 好 ， 通

过 建 立 健 全 联 席 会 议 制 度 和 区 、 镇 、 村

三 级 台 账 动 态 管 理 制 度 ， 有 效 落 实 了

2329 名留守儿童、526 名困境儿童的监护

主体责任。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

用心温暖留守儿童

王敬群：一位百岁老团干的百年初心

共青团·记忆

撰稿/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沂蒙 李 超
学术指导/李明龙

“抚今思昔，我深感这一生最正确的

选择，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与我们伟大的人

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

我 们 伟 大 的 党 。” 站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年的新的历史起点，102 岁老人王

敬群回首走过的一个多世纪，无怨无悔。

他总结，自己始终遵循和坚持做到的

就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把党的事

业 和 人 民 的 利 益 放 在 高 于 一 切 的 崇 高 位

置，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和人民的伟大

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作为目前全国少有的几位全程参与反

国 民 党 部 队 五 次 围 剿 的 在 世 老 红 军 之

一 ， 王 敬 群 先 后 经 历 过 红 军 长 征 、 淮 海

战 役 、 渡 江 战 役 等 ，历经枪林弹雨的洗

礼和考验。

他的一生，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也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人民当家作主、

民族繁荣复兴的历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记 者 走 进 老 红 军 、 老 团 干

王 敬 群 家 中 ， 听 他 讲 述 那 段 峥 嵘 岁 月 的

故事。

从贫苦农民家孩子到投身革命

王敬群，原名王申蔼。1919 年 5 月，

他出生在江西吉安直辖镇桐山村一个贫苦

农民家庭。

处在战乱年代，王敬群很小的时候就

经历了缺衣少吃的日子，早早体会到生活

的艰辛。“当时许多人都饿死了。”王敬群

的几个妹妹也没能挨过饥饿病患而夭折。

在家乡，目睹红军队伍的纪律严明、爱护

百姓，年仅 10 岁的王敬群“为了让家人

与天下人都能够有饭吃”，毅然投身革命。

1929 年 11 月，王敬群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由于刻苦好学，经常能够很

好地完成各项任务，很快，他就成为当地

县儿童团的负责人。

1932 年 ， 王 敬 群 担 任 宁 都 、 广 昌 、

建宁三个共青团中心县委儿童局书记。有

一次，县里开中心县委扩大会，王敬群虽

然不是党员，但以儿童局书记的身份参加

了会议。在会上，他见到了时任江西省军

区司令陈毅。“我站在他面前，他问我小

同 志 ， 你 是 干 什 么 工 作 的 ， 我 神 气 地 回

答，我是儿童团书记。”回忆起少小时的

情景，这位百岁老人眼睛里闪着光亮。

1933 年 各 地 儿 童 团 率 队 到 井 冈 山 慰

问红军队伍。在井冈山，王敬群遇到了同样

率领儿童团前来慰问红军的儿童团长胡耀

邦。从此，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当时，少共国际师政委冯文彬动员大

家参加少共国际师，这支队伍全部由孩子

组成，王敬群加入其中，并且迅速参加训

练与学习。时隔一年，由于工作训练成绩

突出，王敬群于 1934 年 3 月正式转为中共

党员。

1934 年 10 月 ， 中 央 红 军 开 始 长 征 ，

王敬群也随所在的少共国际师参加了红军

二万五千里长征全程。在此之前，他还全

程参与了五次反围剿。

从儿童团到青年工作，哪
里需要去哪里

王 敬 群 回 忆 ， 1934 年 自 己 参 加 红 军

后做青年和共青团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发

挥共青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和鼓励

大 家 冲 锋 在 前 ， 退 却 在 后 ， 轻 伤 不 下 火

线，重伤不流泪，做党的得力助手、后备

军，向党输送党员和干部。

他记得，自己在部队里还组织青年进

行“列宁室”的布置，学识字，写墙报，

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红军时期共青团组

织的形式、任务和共产党相比，除了年龄

差别外区别甚微。”王敬群说。

红军到达陕北后，王敬群历任红一军

团第一师青年科科长，陕甘宁独立师统一

战线科科长兼宣传科科长，陕甘宁支队一

纵队二团、十三团青年干事，共青团中央

儿童局书记，后改任团中央秘书长。

王敬群回忆，在自己担任儿童局书记

时，当时的中央苏区共产主义儿童团由 7
岁到 13 岁的儿童组成，有儿童团歌，以

“时刻准备着”为口号。

王敬群记得，当时共青团江西省委由

张爱萍负责，“他按照苏联儿童服装的样

式 为 我 做 了 一 套 列 宁 装 。” 穿 着 列 宁 装，

戴着红领带，王敬群被安排去共青团宁都

县委任儿童局书记。

“当时儿童局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党的

路线政策，组织发动儿童，为儿童的利益

服务，同时积极参加土地革命，为新生的

苏 维 埃 政 权 服 务 ， 以 及 支 援 红 军 打 仗 。”

尽管已经是一位百岁老人，但是对于曾经

的那段岁月，他依然记忆深刻。

王敬群记得，当时的中央苏区共青团

在 各 地 开 办 列 宁 小 学 ， 让 儿 童 们 学 习 文

化、读好书、锻炼好身体；反对女孩缠裹

小脚、穿耳洞，反对虐待童养媳；反对家

长无故打骂儿童，保护儿童权益。

王敬群还记得，在中央苏区三八儿童

干部会、国际青年节时，组织过少年先锋

队儿童进行大检阅，粤赣省儿童团还进行

过唱歌、跳舞和打假仗比赛。

在他的印象中，儿童团经常组织宣传

队到前线做宣传工作，鼓励父兄为保卫分

田果实和苏维埃政权参加红军，支援配合

红军打胜仗，用歌舞慰问红军，将标语写

在木板上，通过河流漂流送到白区瓦解敌

军。“想方设法当好党组织的助手和红军

的帮手”。

1939 年，100 多人从延安出发经河南

到达淮南地区，王敬群坚决要求上前线作

战，从此开始在安徽天长、南京六合、扬

州仪征等地区抗日。

1941 年 4 月，二师副师长罗炳辉亲自

指挥新四军第 2 师第 4 旅第 12 团，在天仪

扬六地区进行反“扫荡”打击日伪军，以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津浦路东根据地。王敬

群作为二师四旅主持工作的政治部主任参

加了这些战斗。

这一年，王敬群再次与陈毅相见，让他

惊喜的是，当时陈毅不仅记得他，还说，“不

错了，英雄出少年，带一个旅的人啊。”

王敬群回忆，他和同批从延安奔赴淮

南的红军队伍是组成新四军二师的核心力

量，他们在天仪扬六地区有效地打击了日

伪军，发展壮大了新四军革命队伍。

“仪征革命老区对新四军的支持，是

队伍壮大的基础。”王敬群永远记得这些

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他希望能够把这种

军民鱼水情传承发展下去。

百岁老人王敬群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党

和国家，他的大半生都在为党的事业而不

断与敌斗争。

1952 年 ， 王 敬 群 担 任 福 建 省 青 年 工

作委员会主任和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针

对福建刚解放不久的情况，他的主要任务

就是建立健全各级青委和共青团组织，宣

传党的路线政策，组织动员教育广大青年

踊跃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由于福建地处东南沿海，面对当时的

金马和台湾国民党反动政权，组织动员广

大青年和共青团员积极参加民兵队伍和对

敌斗争，也是当时王敬群需要面对的一项

重要任务。

团 干 要 与 广 大 团 员 青 年
打成一片

大半生的时间都在与广大儿童、青少

年相处，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

老团干，王敬群认为，团干最重要的品质

就 是 能 够 与 广 大 团 员 、 青 年 打 成 一 片 。

“ 要 有 亲 和 力 ， 让 大 家 觉 得 你 可 信 、 可

亲、可敬”。

刚参加儿童团时，王敬群就经常和村

子里、附近村的孩子们一起学习红军的各

种军事操练，大家边学边练边提高。“在

学 练 和 玩 耍 中 激 发 热 情 ， 增 进 了 解 和 友

谊，组织起来就很容易了”。

在那个年代，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共

青团工作培训，但是在王敬群朴素的处世

哲学中，他知道“做事和处理各种矛盾要

公 道 ， 让 大 家 信 服 ； 凡 是 要 求 别 人 做 好

的，自己首先要做好；吃苦在前，享受在

后；要敢于负责任，要说话算话⋯⋯”王

敬 群 说 ， 这 样 ， 团 干 在 大 家 心 中 就 有 威

信，就有号召力。“我感觉在工作中最主

要的方法一要讲原则；二是要实事求是；

三是对待工作要有热情、激情。”

青年好学好动，对新鲜事物感兴趣，

作为团干部，要及时发现各种新事物，并

且自己首先要学习了解，带领广大团员青

年去实践，使共青团始终成为军队和社会

中最活跃的、最进步的群体。王敬群记得，

当年办列宁小学，学习唱歌跳舞，开展杀敌

立功活动等，共青团都是其中最有活力、

最有朝气、最能完成任务的群体。

谈及过去共青团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哪 些 对 于 今 天 仍 有 借 鉴 意 义 ， 王 敬 群 认

为，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学习好党的路

线政策，当好宣传员；二是要发挥突击队

的作用。

“团员青年是最活跃的群体，要组织

他 们 敢 于 勇 挑 重 担 ， 冲 锋 在 前 。” 长 征

中，王敬群曾经组织广大团 员 青 年 积 极

筹 款 筹 粮 ， 帮 助 部 队 解 决 最 困 难 的 粮 食

和 钱 款 问 题 。 抗 战 期 间 ， 他 担 任 团 政 治

处 主 任 时 组 织 团 员 青 年 宣 传 抗 战 意 义 ，

动 员 广 大 青 年 积 极 参 加 新 四 军 抗 日 。 战

争 年 代 ， 组 织 动 员 广 大 团 员 青 年 积 极 开

展 杀 敌 立 功 活 动 ， 充 分 发 挥 了 团 员 青 年

的突击队作用，“现在搞建设，这一点仍

然具有借鉴意义”。

采访中，王敬群回顾梳理了自己从事

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一些体会。

他说，首先要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政

治工作。“残酷的战争和艰苦的工作、生

活条件，儿童、青年的自身特点，是他当

时从事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必须面对的两个

基本情况，因此必须经常性地做好耐心细

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向儿童、青年讲清革

命道理，解除思想疙瘩，教育和动员他们

自觉主动地投身到革命斗争和作战行动中

去 ， 激 发 他 们 的 革 命 斗 志 ， 争 当 学 习 模

范、战斗英雄。”王敬群说，尤其是在受

领新任务和条件特别艰苦时，他就及时组

织开会，进行政治动员，对少数思想不通

或者有顾虑、怕苦怕死的青年，耐心细致

地做好思想工作。

另一方面，他认为要身先士卒，不怕

吃苦，工作认真负责。“做共青团和青年

工作，我一直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

做到，这样说话才有说服力，大家才能跟

着你走，才能真正当好‘孩子王’。”王敬

群坦言，这是自己从张爱萍等老领导、老

首长身上学到的。

“要妥善正确地处理各种矛盾，团结

广大团员青年为实现革命目标和完成任务

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参加革命时王

敬群年纪比较小，他感受到，革命队伍像

个大家庭。“余泽鸿、张爱萍、陈毅等老

首长把我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言传身

教，关爱帮助，使我深深感受到革命大家

庭的温暖，一直铭记在心。”

也正因为这样，在自己做儿童工作、

共青团和青年工作时，他也向这些老领导

学习，无论担任什么职务，处于什么艰苦

环境，都与广大团员青年打成一片，关心

爱护他们，教育帮助他们，做他们的知心

朋友，妥善正确地处理好发生在他们之间

的工作、生活上的各种矛盾。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在王敬群的女儿王杨眼中，父亲是个

好读书、好学习、严谨认真的人。

“他特别喜欢读书，每天就坐在那里

七八个小时，有时甚至 10 个小时，最多

站 起 来 走 一 走， 吃 个 饭 ， 他 又 继 续 看 。”

王杨不禁感慨，“他好读书好得不得了。”

王敬群对饮食不讲究，唯独钟爱吃辣

椒，“只要有辣椒，有点肉丝，他就高兴

得 不 得 了 ”。 穷 苦 出 身 的 王 敬 群 经 常 说 ：

“红军长征的时候哪有什么吃的，我们这样

不 也 过 来 了 吗？”王 敬 群 到 了 七 八 十 岁 以

后，为 了 给 他 补 充 营 养 ，女 儿 们 跟 他 讲 道

理，他才慢慢接受增加点有营养的食物。

有一年，父亲要参加一个会议，王杨

为 他 做 了 一 套 中 山 装 。“ 我 们 帮 他 换 上 ，

他脱了，再穿上他又脱了。他说穿得这么

漂亮干什么，只要干净整洁就行了。”吓

得王杨不敢坚持给他穿。但实际上，衣服

价格挺便宜，就是颜色亮了些。

直到改革开放后，看到大家都穿得蛮

好，父亲才肯穿这一套衣服。

在王杨记忆中，父亲的故事远不止这

些。多年前，王杨有一次回到江西老家，碰

到父亲的工人朋友和曾经的下属，“那些工

人 都 讲 ，哎 呀 ，对 你 爸 爸 我 们 都 记 忆 很 深

刻，非常艰苦朴素，非常平易近人，一点都

没有官架子。”

宽以待人的王敬群对待孩子的教育却

又总是格外严格。王杨记得，在中学时父

亲叫她和姐姐抄写文章，姐姐抄错了一个

字，父亲就让她把一整页从头再抄一遍。

姐姐不干了，为什么她就写错了一个字却

要 抄 一 整 页 。 结 果 受 到 父 亲 更 严 厉 的 批

评，“这么一点儿事情就这么怕苦”。

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流行款式开放一

点的服装，比如西装短裤，但王敬群只要

看到女儿穿这些就要批评。“他说像什么

样子，女孩子要穿得端庄一点儿，严肃一

点儿，我们就吓得赶快去换”。

在王杨看来，父亲是个典型的不讲吃

喝、平易近人的人。为了方便照顾年老的父

亲，家里请了阿姨，每次吃饭父亲总是记得

要喊阿姨一起，“只要觉得我们对阿姨不尊

重或者不礼貌，他马上脸色就变了”。

共青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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