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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俊勇

3 月 12 日 ， 我 国 法 定 的 植 树 节 又 将

来 临 ， 每 逢 此 时 总 会 激 起 我 记 忆 中 那 段

刻 骨 铭 心 的 难 忘 情 结 。 更 有 意 义 的 是 今

年 又 迎 来 了 共 青 团 诞 生 100 周 年 ， 让 我

这 个 曾 经 在 团 中 央 机 关 工 作 过 的 同 志 更

是 思 绪 万 千 ， 记 忆 的 屏 幕 上 ， 闪 现 出 点

点往事⋯⋯

站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我从江西军垦

农场被抽调到团中央机关参加筹备共青团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就被留

在 了 团 中 央 青 农 部 工 作 。 1979 年 1 月 12
日共青团中央和国家林业总局联合发出的

《关于动员青年迅速投入建设北方绿色万

里长城的通知》，其内容就是向全国青年

发出绿化祖国河山的号召。

同年 2 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六次会议又作出决定，将每年 3 月 12 日定

为我国的植树节，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以

法律形式规定的植树节 。 为 了 落 实 这 个

决 定 ， 新 组 建 后 的 共 青 团 中 央 决 定 把 植

树造林作为首要工作抓，并决定 1979 年

3 月 2 日在陕西省延安市召开全国青年造

林大会。

会议放在延安开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意

义的。这里曾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共青团

植树历史。那是上世纪 50 年代初，新中

国 成 立 不 久 ， 由 于 自 然 灾 害 和 战 争 的 破

坏，严重恶化的生态环境已成为发展国家

经 济 和 社 会 事 业 的 一 大 瓶 颈 。 1955 年 ，

毛泽东主 席 向 全 国 人 民 发 出 了 绿 化 祖 国

的 号 召 。“ 党 有 号 召 ， 团 有 行 动 ”，1956
年 3 月 1 日，共青团中央联合林业部、黄

河 水 利 委 员 会 在 延 安 召 开 陕 西 、 甘 肃 、

山 西 、 河 南 、 内 蒙 古 五 省（区）青 年 造 林

大 会 。 时 任 共 青 团 中 央 书 记 处 第 一 书 记

胡 耀 邦 作 了 题 为 “ 青 年 们 ： 把 绿 化 祖 国

的 重 任 担 当 起 来 ” 的 报 告 。 这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第 一 次 全 国 性 的 青 年 造 林 大 会 ，

大 会 还 收 到 了 中 共 中 央 发 来 的 贺 电 ， 要

求“20 年内绿化一切可以绿化的荒山荒

地 ”。 之 后 全 国 各 地 ， 尤 其 是 延 安 地 区 ，

广 大 青 年 积 极 响 应 共 青 团 中 央 “ 把 绿 化

祖 国 的 重 任 担 当 起 来 ” 的 号 召 ， 展 开 了

热烈的绿化荒山、植树造林突击运动。然

而那场像火一样被点燃的青年植树造林的

热情，却被接下来的“大跃进”“三年自

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一盆又一盆的

“冷水”浇得荡为寒烟，未能得到很好的

延续⋯⋯

植树造林的路虽然崎岖不平，但党和

国 家 “ 绿 化 祖 国 ” 的 决 心 未 变 ， 共 青 团

“把绿化祖国的重任担当起来”的使命没

有变，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这

代人又再次扛起这面大旗。

为落实好这项工作，时任共青团中央

青 农 部 部 长 唐 铭 植 带 着 我 们 到 各 地 去 调

研，并联系国家林业总局多次商讨如何共

同做好这项工作。2 月，会议组织工作进

入 了 实 质 性 阶 段 。 当 时 的 我 也 就 25 岁 ，

面对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大型活动，内心还

真有点发怵，总担心哪个环节考虑不周，

就 会 给 这 次 活 动 带 来 损 失 ， 给 团 中 央 丢

脸。可有一个声音却时时在我耳畔响起：

“现在看你们的本事了，看你们搞不搞得

起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同

志 在 一 次 共 青 团 中 央 负 责 干 部 会 上 谈 到

“植树节”时的一席话，细细品味，更感

责任重大。

不负前人所望，砥砺前行

2 月 4 日，我从西安奔赴延安。为了

筹备这次会议，我在延安住了近一个月，

团延安地委的同志把我安排在当时的延安

行署招待所，这已是当地最高档的招待所

了。我的任务是考察场地、联络树种、对

接部门等工作。

会议即将召开的前三天，时任国务院

副总理王任重提前到达了延安，亲自听取

我们对大会筹备工作的汇报。陕西延安的

接待工作十分俭朴，没有任何宴请，副总

理到后由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

瑞出面在省委小礼堂与他会见，并放映一

场电影以示招待。

大会开幕这一天，前来参加这次会议

的领导同志有时任林业部部长罗玉川、团

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韩英、团中央书记处

书记高占祥、林业部“三北”防护林建设

局局长郝玉山等。3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给全国青年造林大会发来了贺电。会

上，王任重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他语重

心 长 地 说 ：“ 我 们 青 年 崇 高 理 想 是 什 么 ？

这 个 问 题 广 大 青 年 应 当 认 真 考 虑 清 楚 。

100 多 年 来 ， 为 了 我 们 国 家 的 自 由 和 独

立 ， 在 革 命 斗 争 中 ， 有 几 千 万 人 前 仆 后

继，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其中绝大多数是

年轻人。我希望每一个青年都要学习他们

的光辉榜样，抛弃那种贪图安逸和贪图享

受的不正确思想，挺起腰杆，唱起战歌，

在新的长征当中不畏艰险，排除困难，奋

勇前进！”

中共中央的贺电和领导人的讲话给了

我们极大的鼓舞。3 月 4 日，来自全国各

地 23 个省（区、市）的上百名青年代表一大

早就扛着来自韶山、井冈山、遵义、北京

和全国各地青少年及林业战线的职工赠送

给延安青少年的珍贵树种和树苗，浩浩荡

荡向宝塔山进军植树。

“巍巍宝塔山”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

么挺拔巍峨，然而它给予我们心灵的震撼

是任何名山都无可比拟的。因为它见证了

毛 泽 东 同 志 提 出 的 “ 自 己 动 手 、 丰 衣 足

食”的大生产运动，见证了 2 万多军民战

胜 25 万敌军而载入史册的奇迹，见证了

一代伟人在窑洞里运筹帷幄指点江山的英

雄气概，身带革命色彩的宝塔山永远是闪

耀 着 红 色 光 辉 的 圣 地 ， 能 在 宝 塔 山 上 植

树，大家感到无上的光荣。

按照会议要求，各地代表都要为自己

的省（区、市）植一棵树。宝塔山上一片热

气腾腾的景象：有的挥锨刨坑，有的提水

浇树，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与欢快

的神情。经过一上午的奋战，一片不畏惧

寒风，也不畏惧烈日的松树纪念林扎根在

宝塔山上了，而宝塔山的革命传统之树也

栽在了我们心中：不负前人所望，砥砺前

行，再创辉煌！

筑建“绿色万里长城”

这次造林大会上，代表们倡议全国青

少年发出“树立不建成绿色万里长城非好

汉、不绿化祖国不罢休”的庄严誓言。

“绿色万里长城”指的是“三北 （华

北、东北、西北） 工程 ”，是我国第一个

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全长 8000 公里，宽

400 至 700 公 里 ， 占 国 土 面 积 的 42.4% 。

其 建 设 范 围 之 广 、 规 模 之 大 、 时 间 之

长 均 创 世 界 生 态 工 程 之 最 。 这 一 宏 伟 蓝

图的目标是在 2050 年之前，要在三北地

区建立 3500 万公顷的新树。大会吹响了

向 “ 三 北 ” 防 护 林 绿 色 长 城 工 程 进 军 的

号角。

代表们带着延安青少年赠送的他们自

己培育采集的树种，满载延安精神返回了

各地。自此，各级团组织纷纷行动，落实

《关于动员青年迅速投入建设北方绿色万

里 长 城 的 通 知》 精 神 ， 一 个 人 人 植 树 、

队 队 造 青 年 林 的 植 树 造 林 热 潮 在 全 国 各

地 迅 速 掀 起 ， 各 种 植 树 造 林 的 活 动一浪

高过一浪。

——1983 年 ， 在 全 国 人 大 通 过 《关

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 后，共

青团中央下发了 《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开

展义务植树竞赛的联合决定》。

—— 同 年 ， 为 响 应 胡 耀 邦 同 志 的 号

召 ， 团 中 央 联 合 原 林 业 部 、 原 农 牧 渔 业

部、教育部下发了 《关于组织青少年支援

甘肃采集草种树种的联合通知》。

“筑建绿色长城”以星火燎原之势蔓

延在三北地区——全国共青团组织，共青

团员，全国青少年，乃至全国人民都在为

这个目标，这个梦想努力奋斗！真是延安

精神鼓励着这一代人展开了这场“久久为

功”、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近半个世

纪过去了，重整山河的壮举在三北地区留

下了深深的印迹。据 2019 年中国科学院

完 成 的 《三 北 系 建 设 40 年 综 合 评 价 报

告》 显示，三北工程 40 年造林保存面积

3014 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 5%提

高到现在的 13.57%。7000 公里长，400 到

1700 公里宽，“绿色长城”使北方的风沙

不再向南侵占肥沃的农田，挽救了许许多

多的土地，深深改变了三北地区的生态、

社 会 、 经 济 生 活 。 如 今 ， 一 道 道 绿 色 屏

障，一条条致富通衢，正在三北防护林建

设工程区内崛起、延伸⋯⋯这条倾注着亿

万人民心血的绿色长城为这方土地带来了

生机和活力，给当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注入了取之不竭的动力。2019 年 5 月 8 日

这一天，绿色长城发起点的延安市下辖所

有的贫困县向世人宣布“摘帽 ”，200 多

万老区人民整体告别了贫困，充分诠释了

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新理念。

众所周知，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

之 一 的 万 里 长 城 ， 经 过 了 300 多 年 的 修

建，才完成了“东起山海西嘉峪”的宏伟

跨 越 。 如 果 万 里 长 城 按 平 均 6.5 米 宽 计

算，不过 5 万亩面积。而我们今天营造的

“绿色万里长城”，面积相当于 1600 条万

里长城。其规模之大，条件之艰难，效果

之显著，不仅超过了当年的万里长城，也

远 远 超 过 美 国 的 “ 罗 斯 福 大 草 原 工 程 ”、

苏联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和北非

五国的“绿色坝工程”，被誉为世界生态

工程之最。

绿色长城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共青团的

骄傲，我们为能担当这一历史使命，能参

与“绿色万里长城”建设这项工程而感到

光荣和自豪。

（作者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
秘书长、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

绿色长城的军功章有一份共青团的奉献
——回忆1979年全国青年造林大会召开的前前后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姗姗
见习记者 魏 婉

在中国农村，有近 144 万名乡村医生。

他们的前身是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赤

脚医生”。

他们在大山深处，打通了农村医疗卫

生健康的最后一公里；他们奔赴在抗疫一

线，挨家挨户宣传防疫知识⋯⋯扎根基层

的他们也面临着晋升渠道窄、收入待遇不

高、工作繁重等一系列现实难题。有关数据

显示，我国的基层医生人数呈下降趋势，近

1/4 的村医超过 60 岁，35 岁以下的村医仅

占 9%，许 多 村 卫 生 室 存 在“ 招 人 难 ，难 招

人”的情况。

近 日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采 访 了 云

南、湖北 6 位乡村医生，看看他们为何选择

回到基层，又是如何在乡村“活”下来，活出

人生的精彩，赢得老百姓的认可。

在 偏 僻 的 大 山 里 如 何 实
现快速出诊

人物——“机车女孩”钟丽萍：我
学会了“推”摩托

95 后村医钟丽萍，是云南省普洱市澜

沧拉祜族自治县酒井乡近两千人的岩因村

唯一的年轻村医。

“姨妈忙不过来，村子需要我。”钟丽萍

的姨妈张惠仙是一名扎根乡村几十年的村

医 。2017 年，因为村寨里的卫生室医生人

手不够，钟丽萍决定参加培训，成为一名像

姨妈一样的村医。

山 路 曲 折 ，为 了 更 快 地 到 达 病 人 身

边 ，钟 丽 萍 学 会 了 骑 摩 托 ，成 了 山 里 的 一

名“机车女孩 ”。遇到难走的路段，她只能

推着摩托前行，“有一次出诊，我走了 6 公

里多的山路。”

岩因村在中国的西南角，村里的很多

年轻人都已经走出了大山，只有老人留守

在农村。并且，老人多为拉祜族、哈尼族和

傣族，不懂汉语，精通少数民族语言的钟丽

萍成了他们的“救星”。钟丽萍会耐心地为

老人检查，告诉他们应该如何保持健康。在

这些留守老人的心中，钟丽萍就像他们的

子女一样关心他们。

入 不 敷 出 就 想 方 设 法 把
成本降到最低

人物——余自光：为节省手电筒换
电池的钱点着火把出诊

1993 年大专毕业的余自光，回到云南

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

县茨开镇丹珠村成为一名村医。

贡山县地处怒江大峡谷的边缘。和钟

丽萍一样，余自光的出诊路也异常崎岖，行

医时上吊桥、过激流、穿悬崖、走夜路已是

常态。

村医收入普遍偏低。早年间，余自光的

工资只有 36 元。而当时一把电筒要 3.5 元，

两块电池要 1.5 元，为了节省手电筒换电池

的钱，深夜出诊和回家的路上，他就自己做

火 把 来 照 明 。久 而 久 之 ，村 民 们 就 称 他 为

“火把医生”。火把，不仅是余自光出诊路上

的光，也是病人心里的光。

自 身 条 件 有 限 就 要 练 出
“独门绝技”

人物——“独臂侠医”张威：一只
手撑起一个2000人的村

在“医圣”李时珍的故乡湖北省黄冈市

蕲 春 县 ，有 一 名 独 手 看 病 的 村 医 ，名 叫 张

威。为便秘后几经灌肠无效的老人掏过粪

便，为抢救过敏的病人一天一夜没合眼，为

孤寡老人垫付医药费⋯⋯他用一只手撑起

高德畈村 2000 余名村民的健康。

12 岁时的一场事故让张威失去右手，

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医术的

神奇，由此在心中埋下了成为医生的种子。

2005 年，张威从湖北省中医学院毕业

后先是在县医院实习，其间，他发现许多村

子没有医生，老百姓无处看病。所以他决定

放弃留在县医院的机会，回到漕河镇高德

畈村做一名乡村医生。

“要做就做到最好，要么就不做。”失去

一只手的张威在行医中会有很多的不便，

打针、配药、电脑录入公卫数据都只能用左

手，但张威对自己的工作要求并没有因此

而下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张威连续在村

卫生室吃住长达 70 多天，挨家挨户测量体

温，高效管理流动人口，最终保障了高德畈

村的零感染。

人物——“驼背村医”李小锦：弯
腰出诊

李小锦 18 年的青春岁月都奉献给了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红土地镇松毛棚村的

乡亲们。她是乡亲们眼中可爱倔犟的驼背

医生，也是乡亲们随叫随到的“120”。她说，

“能在老百姓最需要的时候出现，是我的职

责。”

李小锦出生 3 天时得了破伤风，持续

抽搐 23 天，导致脊椎错位。随着年龄增长，

她的背越来越驼。她也曾遭受到来自周围

人的歧视和嘲笑，但生性坚强的她从未被

身体的病痛打倒，也从未服输过。她坚持读

书、学习，还自学考取了执业医师证。

起 初 李 小 锦 在 外 村 经 营 一 家 私 人 诊

所，收入也很不错。后来得知自己家乡的村

子没有村医，就关闭了诊所回来做了村医。

为了能及时得知村民的需求，她的手

机全天候 24 小时向村民开放，她还自费购

买了一辆小型轿车，只要村民生病，无论白

天黑夜，她都会赶到病人家中诊治。

因为个子矮小，李小锦只能在车座位

上放很厚的垫子才能够得着方向盘。有一

次出诊，车子在半路出了问题，她为了不让

车倒滑，坚持踩了半小时的刹车，才终于被

一位路过的牧羊人出手相救。

入户看病时，也有许多困难障碍。在一

次慢病随访中，一位村民说自己的母亲已

经卧床 3 个月，却一直拒绝李小锦提出的

针灸疗法，甚至说“自己死掉算了”。

“您给我一次机会，明天没有效果，我

就放弃。”李小锦凭着多年经验对其进行针

灸和艾灸。如今这位老人不仅能自己下床，

还经常和村里其他老人谈天说地。每次看

到李小锦，她都主动过来握住李小锦的手

连声感谢。

乡村人力资源有限，可以
优化组合

人物——余自光：“夫不够，妻来凑”

余自光是丹珠村唯一一名村医。有时

住在山上的村民步行很远的山路来到村卫

生室就诊时，余自光刚好外出出诊。

“有的病人疼痛难忍，但等我出诊回来

常常都是深夜了，看完病再走山路回家很

危险。病人等也不是，不等也不是。”余自光

坦言，“村子没有女医生，妇科等工作也不

好开展，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就鼓励我的

妻子学习、培训，也成为一名村医。”

“看着被病痛折磨的病人束手无策，心

里很不是滋味。”余自光妻子钟顺花表示，

正是在丈夫的影响下，她才有勇气从农民

变 成 乡 村 医 生，“ 现 在 工 作 中 我 俩 分 工 明

确，我 负 责 妇 幼 保 健 ，他 经 验 丰 富 负 责 全

科。生活很满意，很幸福。”

人物——麦桂娟：“母不够，女儿凑”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红岩镇

吉祥村是全镇唯一一个在半山腰的村子。

因交通不便，此前很多村医来了又走，只有

蔡素芬在这里坚持了 30 多年，她一个人要

肩负 3000 名村民的健康。

2018 年，90 后彝族姑娘麦桂娟在母亲

蔡素芬的鼓励下，从红岩镇中心卫生院回

到吉祥村，也成了一名村医，和母亲共同守

护村子里老百姓的健康。

对于乡村医生队伍的变化，蔡素芬有

着深刻的感受。她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

绍，以前村医的收入多取决于接诊量，还经

常遇到村民赊账看病，村医只能自己出钱

垫上，“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新农合政策出

台后，不仅村民看病花钱少，我们的收入和

退养政策也越来越好，国家给我们购买了

养老保险，我女儿这样的年轻人还可以通

过考证转为特岗医生获得国家编制。”

感 动 乡 亲 进 而 感 动 一 度
想离婚的家人

人物——钱亚萍：信任是金

忙碌的基层医疗工作让钱亚萍陪伴孩

子、家庭的时间少之又少。

“刚结婚那几年不能接受她这么忙，还

萌发过离婚的想法，有一次都去了民政局，

但后来想想还是舍不得。她有她的梦想，我

应该支持。”钱亚萍的丈夫李娇最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就是“家里有我，放心吧”。

正是因为钱亚萍走过一段让乡亲们从

不信任到信任的心路历程，最终感动家人

跟着她一起为乡亲们付出。

“袁奶奶，得坚持吃药控制血压。”今年

春节前，钱亚萍和往常一样来到袁学仙家

给她监测血压，唠家常。

她说，自从在 2014 年的一次入村健康

宣讲活动上和袁学仙认识后，她就是这里

的常客了，“我们把奶奶身体照顾好了，在

外务工的家属才能安心工作。”

“ 妈 妈 特 别 喜 欢 小 钱 医 生 ，一 个 月 前

就惦记着她来，还亲手给她做了新鞋垫。”

袁 学 仙 的 女 儿 张 会 仙 向 记 者 展 示 一 本 由

田字格剪裁而成的简易病历卡，上面清晰

记 录 了 病 情 信 息 及 用 药 指 南 ，“ 这 是 小 钱

医 生 特 意 给 妈 妈 做 的 ，有 她 在 家 照 顾 妈

妈，我们很放心的。”

1988 年 出 生 的 钱 亚 萍 是 云 南 省 大 理

白 族 自 治 州 弥 渡 县 红 岩 镇 中 心 卫 生 院 为

数 不 多 拥 有 本 科 学 历 的 青 年 医 生 。2013
年，她 考 入 乡 镇 卫 生 院 ，成 为 基 层 青 年 医

生队伍中的一员。

9 年 间 ，她 做 过 药 房 调 剂 员 、住 院 部

医 师，也 下 到 过 各 村 入 户 随 访、做 健 康 宣

讲；她曾在烈日下的田间地头为村民做体

检 筛 查 ，也 曾 在 深 夜 奔 赴 卫 生 院 抢 救 患

者；她感受过患者因不信任自己而当众撕

毁诊单的挫败，也体会过作为红岩镇新冠

确 诊 病 例 首 诊 医 师 被 隔 离 时 村 民 纷 纷 打

电话关心自己的温暖与感动。

最 初 出 诊 时 ，钱 亚 萍 的 诊 室 里 一 个

病 患 也 没 有 ，她 只 能 看 书 打 发 时 间 。偶

尔 来 了 一 个 病 患 ，还 没 出 诊 室 就 不 屑 地

把 她 开 的 诊 断 单 撕 掉 。一 次 ，她 为 一 位

高 血 压 患 者 开 了 处 方 单 ，但 患 者 第 二 天

又 来 卫 生 院 ，希 望 另 一 位 年 长 的 医 生 为

他 诊 疗 。

为 了 加 深 和 病 人 的 接 触 ，钱 亚 萍 常

常 去 老 医 生 的 诊 室 学 习 ，主 动 和 病 人 聊

病 情 ，几 个 月 后 她 诊 室 的 病 人 明 显 多 了

起 来 。为 了 让 健 康 宣 讲 更 接 地 气 ，在 解

释 心 血 管 系 统 疾 病 时 ，把 血 管 比 喻 成 村

民 熟 悉 的 水 管 ，水 渍 比 喻 成 血 管 壁 的 血

液 沉 淀 物 。她 还 四 处 打 探 哪 个 村 子 办 客

宴 ，一 旦 打 听 到 消 息 后 就 背 着 血 压 计 、

宣 传 页 往 村 民 聚 集 的 地 方 去 做 健 康 宣

讲。

她 说 ，以 前 下 村 做 健 康 体 检 ，背 着 沉

重的台式血压计、血常规仪、心电图机等，

还遇到过山路塌方。

9 年 来 ，钱 亚 萍 深 切 地 感 受 与 见 证 了

红 岩 镇 医 疗 事 业 发 展 。“ 比 如 B 超 机 变 成

彩 色 的，还 增 设 了 生 化 检 查 仪 器 ，卫 生 院

也全面使用信息化软件系统，药品种类也

从 100 多种增加到 600 多种。”

新 的 仪 器 设 备 要 求 新 的 技 能 人 才

和 知 识 储 备 。这 些 年 ，钱 亚 萍 坚 持 每 天

早 上 6 点 半 起 床 背 诵 医 疗 知 识 、7 点 半

到 达 卫 生 院 、晚 上 10 点 进 行 线 上 学 习

的 习 惯 。2015 年 ，她 获 得 云 南 省 昆 明 医

科 大 学 本 科 学 历 ，并 通 过 了 国 家 医 师 资

格 证 考 试 。

青年村医的人生法则——

“活”下来就会有精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
通讯员 闫红鹏

春节后连日的倒春寒，让天气寒冷

难耐，但挡不住国网山东省泗水县供电

公司“点亮 山 川 ”电 力 微 公 益 服 务 队

队 员 们 火 热 的 激 情 。 他 们 带 着 各 类 生

活 学 习 物 资 到 圣 水 峪 镇 为 受 捐 助 的 学

生送去温暖。

“点亮山川”电力微公益服务队自

2016 年成立以来，引导凝聚了 120 余名

供电员工从事志愿服务活动，累计开展

志愿服务 6000 余人次。

2021 年 7 月 9 日，泗水公司“点亮

山川”微公益服务队走进圣水峪土洞村

傲 雪 、 雅 轩 姐 妹 家 中 ， 为 公 司 捐 助 的

“希望小屋”挂牌，送去书籍和生活慰

问 品 ， 并 为 小 屋 更 换 老 旧 线 路 。 据 介

绍 ， 服 务 队 为 全 县 60 余 间 “ 温 暖 小

屋 ”“ 希 望 小 屋 ” 更 换 室 内 老 旧 线 路

5000 多 米 ， 装 设 漏 电 保 护 器 、 节 能 灯

40 余处。

九九重阳节，服务队走访慰问济河

街道五里庙村 88 岁的抗美援朝老党员

田金学，询问他身体状况，为其室内检

查用电设备，认真聆听他讲党史故事。

该公司将微公益服务队与“善小”

敬 老 志 愿 服 务 队 相 结 合 ， 每 逢 过 年 过

节，服务队总会来到当地敬老院、帮扶

困难家庭、孤寡老人。

“ 供 电 公 司 为 我 们 改 造 高 压 线 路 ，

帮我们修路、改造路灯设施、建大棚，

为我们出了大力。”白仲泉村党支部书

记胥瑞友说。1 月 5 日小寒，也是 2022
年 第 一 个 “ 民 意 5 来 听 ” 常 态 化 走 访

日，泗水地区迎来了 2022 年第一场雨

雪，泗水公司“民情书记”来到济河街

道白仲泉村，倾听民声民意。

白仲泉村外出务工的村民看到村里

的路通了、电稳了、创业环境好了，做

生 意 有 钱 赚 了 ， 都 纷 纷 回 家 创 业 。 目

前，电商、生产加工等产业都落了脚。

凝聚志愿力量
“电亮”希望之光

中铁二十二局保定分部团组织积极响应

“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组织

青年员工开展主题冰雪团建活动。

李璐 摄影报道

共青团∙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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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愿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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