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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心灯” 呵护成长

铜川市慈善暨扶贫协会走访市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
本报讯 （晓露）1月 2日，铜川市

慈善暨扶贫协会会长郭平安一行，赴

铜川市奥特体育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暨市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走访慰

问，为残疾人和残疾人运动员送上营

养品和生活用品。

据悉，铜川市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

是一家集残疾人体育训练、职业技能培

训、文创产品创作等为一体的小微企

业，累计举办各类体育培训和职业技能

培训班 30期，培训人数达 1300人次。

公司员工也以残疾人为主体，先后安排

16名残疾人就业。2021年，铜川市残

疾人体育训练基地被中国残联确定为

国家级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

郭平安表示，铜川市奥特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助残方面的探

索与努力值得大力弘扬和推广，更值

得全社会持续关注与支持，希望在这

里生活的残疾人幸福快乐，也祝愿在

基地参加训练的残疾人运动员取得更

好成绩。

慈善幸福家园里的幸福事
2023年 12月 28日 11时刚过，西

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崔家营社区的

慈善幸福家园就陆续热闹起来。60岁

以上的老年人一如往常，排着队、聊

着天等候开饭。

慈善幸福家园内设老年餐厅，为

居民提供一日三餐。60 岁以上老年

人每日只需花10元，就能吃到热乎可

口的饭菜。

像这样建在村里、社区里的慈善

幸福家园，目前全省已注册创建 5780
个，线上线下累计募设村社慈善互助

金及慈善幸福家园建设资金超过 10
亿元；在慈善幸福家园创建老年人爱

心餐厅、关爱儿童之家、村民活动中

心等共计 5600多个；直接关爱农村空

巢老人、留守儿童35万名。

迄今为止，慈善幸福家园项目是

全省参与人数最多、受益面最广的慈

善项目。

“两年多前，老年餐厅一开办我

就不常在家做饭了。这儿的饭菜种

类多样且软烂清淡，非常适合我们老

年人。”崔家营社区居民崔桂林对老

年餐厅赞不绝口。

除了餐厅，该社区的慈善幸福家

园里还设置了包括书画室、按摩健身

区、理疗室、理发室在内的功能区，每

周还有理疗按摩师、理发师到社区来

提供服务。社区配备的音响、液晶电

视、乐器等均免费提供给文艺爱好

者。每周五，附近爱唱秦腔的群众都

会到慈善幸福家园来一起娱乐。每

月中旬，社区还会在老年餐厅给老年

人举办集体生日会，好不热闹。

“村民现在都搬进了新房子，生

活环境好了，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高

了。我们利用社区自筹资金和各级

补助，不断改进工作，为群众提供精

细化的贴心服务。”崔家营社区工作

人员崔国锋说。

村社互助，共享美好生活。省慈

善协会全面推进慈善幸福家园工程

建设，以创建一个慈善工作站、募设

一支互助金、办好一个关爱中心、建

立一个慈善公约、组建一支志愿服务

队“五个一”为重点，不断打造居民参

与、社会帮扶、文明自治、互帮互助的

新时代幸福家园。

2023 年 12 月 21 日，西安市新城

区的广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楼下

餐厅里是包饺子的社区老年志愿者，

二楼慈善幸福家园里有正在上国画

课的老年居民。

“周内，老年人在二楼的教室里

欢歌起舞。周末，儿童在一楼的编程

课上相互比拼、共同进步。看到社区

居民满意的笑容，听到居民的称赞，

我们的心里很温暖。”广场社区党委

书记刘宏介绍，广场社区慈善幸福家

园开办一年多来，每周都会安排10余

种课程和活动，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

活。每周五中午请 80岁以上老年人

免费吃臊子面，已成为该社区的名牌

慈善活动。

2023年，该社区开展了 500多场

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居民既是受

益者，也是志愿者。年过五旬的张艳

本是国画班的一名学员。得知暑假

期间居民希望社区给儿童开设兴趣

班，她主动发挥特长，免费教孩子们

学习卡通绘画。

2023年春节期间，铜川市重度残

疾人康复护理中心收到铜川市印台

区慈善协会和爱心企业送去的米面

油、保暖衣、鸡蛋、大肉；重阳节期间，

印台区慈善协会到铜川市重度残疾

人康复护理中心看望了 93岁老人朱

玉秋和 82岁老人伍世朝，向 2位老人

发放了慰问金和慰问品；印台区慈善

协会还为做康复护理的残疾人捐赠

了净水器。

暖心的民生服务背后，汇聚着各

方慈善力量。

西安市长安区有一座全省目前

投资最多、规模最大、设施最全的慈

善幸福家园。

长安区鸣犊街道留公村慈善幸

福家园由西安市长安区凤栖山人文

纪念园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成，捐

资超过亿元，于 2023 年 9 月开始试

运营。

榆林市把慈善幸福家园工程与

“万企兴万村”行动相结合，积极发

挥第三次分配主渠道作用。2021 年

8 月，榆林市开始创建慈善幸福家

园，当年就有 8个县的榆商联盟会员

投资 5000 多万元，开展项目 14 个。

榆林市慈善协会研究制定《“慈善幸

福家园 万企兴万村”行动试点村

创建标准》，在试点村开展义诊、配

捐互助基金、捐建图书室、安装太阳

能庭院灯、资助家庭困难大学生、慰

问困难老人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引导、支

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

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省慈

善协会全面推进慈善幸福家园工程

落地实施，联合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和

爱心人士，积极捐款捐物，设立慈善

基金，开展了一系列送温暖、送爱心

活动，同时激发群众互帮互助、参与

慈善活动的热情。我们将不断探索

新时代慈善公益的路径与模式，丰富

慈善公益内涵，让爱心持续汇聚。”省

慈善协会副会长赵浩义说。

1月10日，为庆祝第四个

中国人民警察节，省慈善协会

初木公益志愿者服务队联合

陕西盛唐书画艺术研究院、西

咸新区三桥地区书画协会的

书画艺术家们，走进西咸新区

沣东新城建章路派出所等地，

为基层一线民辅警送上节日

的问候和关怀。

活动中，慈善志愿者为三

桥新街、建章路、阿房宫、沣

东大道、金旭路派出所和西

咸新区交警一中队的近 800

名民辅警送上了价值近 3 万

元的羊绒围巾、水杯等爱心

物资，并与民辅警一起包饺

子、切蛋糕，共度节日。此

外，书画艺术家们自带笔墨

纸张，义写春联近百幅，赠送

慈善书画作品 20 余幅，以此

致敬平安守护者。

记者 张璐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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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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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7 日，汉阴县蒲溪镇中心小

学关爱留守儿童之家正在紧张施工

中，近期将建成投入使用。这将为该

校开展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工作提供

专用场所。

“在注重硬件配套建设的同时，

我们也注重对心理健康教师、班主任

进行业务培训。”蒲溪镇中心小学党

支部副书记汤虎说。

汤虎介绍，蒲溪镇中心小学本学

期共有学生 1047 人，其中留守儿童

372 人。为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蒲溪镇中心小学将心理健康工作作

为学校教育教学重点之一， 扎实开

展心理健康相关工作。

蒲溪镇中心小学留守儿童心理

健康工作是汉阴县抓实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工作的一个缩影。

充实心理教育人才队伍

涧池镇中心小学有两名专业心

理咨询教师，白娜娜是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娄莹是国家三级心理咨询

师。她们采取个体心理咨询和团体

辅导等形式，疏导学生心理。去年以

来，白娜娜和娄莹根据学校教育教学

工作需要，采取心理健康社团活动形

式，帮助很多学生消除心理障碍。

为了让心理健康社团开展的活

动收到实效，白娜娜和娄莹通过你说

我画、击鼓传花等小游戏，帮助学生

找到自身的优点和缺点，给自己一个

清晰定位。活动中，白娜娜和娄莹引

导留守儿童主动加入游戏。

12 岁的凡凡（化名）是涧池镇中

心小学六年级学生。以前，凡凡因为

性格内向、胆小，在回答问题或与同

学交流时，说话声音总是很小。在和

班主任交流的过程中，娄莹知道了凡

凡的特点，就在心理健康社团活动时

给予凡凡更多的关注。比如在击鼓

传花时，娄莹会专门将花停在凡凡那

里。虽然刚开始凡凡不知道说什么，

但慢慢地，在同学们的持续鼓励下，

仅半年时间，凡凡就主动融入心理健

康社团活动中。

据汉阴县教研室副主任徐雯雯

介绍，汉阴县累计招录心理学专业教

师 30余名，充实到各中小学校，使全

县学校达到了心理健康辅导室全覆

盖的目标。30余名教师中，取得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的10人、三级心

理咨询师资质的8人。

汉阴县各学校还引导全体教师

科学把握心理健康工作规律，将适合

学生特点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渗透

到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使心理健康

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办好关爱留守儿童之家

目前，汉阴县共有留守儿童 7023
名。自 2019 年以来，该县利用慈善

项目资金在全县公办学校新建关爱

留守儿童之家 11 所，为留守儿童创

造了健康、快乐、温馨、和谐的学习生

活条件。

根据留守儿童在学校的学习和

生活需要，汉阴县各学校在本校的关

爱留守儿童之家设置心语聊天、图书

阅览、亲情视频、情感宣泄等功能部

室。各功能部室安排相应管理人员，

每天定时向留守儿童开放，通过丰富

多彩的校园活动为留守儿童打造心

灵港湾。

“我们学校有 40名留守儿童。关

爱留守儿童之家于 2020年 10月建成

并投入使用。2021 年至 2023 年，学

校被市县慈善协会多次评为关爱农

村留守儿童先进单位。”观音河镇中

心小学校长陈杰介绍。

为摸清留守儿童确切信息，观音

河镇中心小学通过电话联系、入户走

访等方式，建立起留守儿童成长档案

和联系卡，明确留守儿童父母姓名、

父母外出务工地址、联系电话等事

项；统计代理监护人姓名、联系方式

等信息，便于教师与家长、代理监护

人联系沟通，促进家校形成合力。

“我们通过学校和家庭的交流互

动，对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进行科学育

儿、科学监护指导，提高了留守儿童

家庭教育水平，促进了留守儿童健康

成长。”陈杰说。

创建心理健康特色学校

2023年以来，汉阴县各学校通过

多种途径、方式、内容开展心理健康活

动，为创建心理健康学校奠定基础。

汉阴县还发挥心理健康教育和

家校共育在学生成长和学校发展工

作中的作用，积极推动全县心理健康

教育和家长学校工作的长远发展，为

全县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助力。

汉阴县恒达小学于 2021年 12月

被评为安康市心理健康示范学校。

为做好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该校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发展中

心主任张旋和各年级老师作出了许

多努力。

“作为一名心理健康教师，看到

学生的心理问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

我感到我的工作很有价值。”张旋

说。三年级女孩萍萍（化名）在去年

上半年学校心理健康筛查时，被发现

有抑郁倾向。班主任建议家长带萍

萍到正规心理咨询机构复查，了解抑

郁形成的原因。后期，张旋还和班主

任一起到萍萍家中走访，指导萍萍有

效控制情绪，并为家长介绍了一些科

学亲子沟通方式。经过大半年的努

力，萍萍从以前只能休学在家，转变

为能在学校正常学习。

“目前，我县共创建省级心理健

康示范校 2所、市级心理健康示范校

5所、省级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单位1个，

为全县心理健康工作开展提供了榜

样和示范。”汉阴县教育体育和科技局

副局长王先锋说。

□ 李羽佳

□ 邓永新

“壹基金温暖包”十年温暖安康万名困境儿童
本报讯 （刘焕荣）1月 6日，安康

市2023年“壹基金温暖包”发放仪式在

安康市汉城国际中心广场举行。

据悉，2023年，安康市慈善协会义

工联慈善团队共募集“壹基金温暖包”

395个，价值 14.42万余元。自 2013年

开始，“壹基金温暖包”已累计为1万余

名困境儿童送去温暖。

安康市慈善协会义工联慈善团

队负责人王瑛表示，“壹 基 金 温 暖

包”每个价值 365 元，只要每天节约

一元钱，一年就能为困境儿童筹集1个

温暖包，让他们在寒冷的冬天感受

到来自社会的关爱。希望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通过义工联发起的“壹基

金温暖包”网筹项目，踊跃奉献爱

心，为困境儿童送去一缕阳光，帮助

他们快乐成长。

安康作家李焕龙捐赠《行善者》800余本
本报讯 （记者 张璐）1月13日，

紫阳县颐和康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前

往安康市城区，为安康作家李焕龙纪

实散文《行善者》中的写作对象赠书。

据悉，《行善者》一书共50万字，收

录了作者李焕龙近年来用写人、叙事

方式热情讴歌慈善事业的纪实散文

138篇。全书共 14辑，分别从助农、助

残、助学、助医等 5个方面叙述了我国

慈善事业的生动实践，从关爱留守儿

童、慈善幸福家园、慈安便民桥、春风

行动、爱为读、送阅读等 6个方面颂扬

了中华慈善总会、陕西省慈善协会及

当地慈善组织实施重点慈善项目的显

著成效，从公益、行善、慈善志愿者等

方面赞美了慈善公益组织及广大志愿

者的奉献与担当精神。

截至目前，李焕龙已向安康市图

书馆、安康市慈善公益读书会等单位

捐赠该书800余本，价值7万余元。

秦慈讯

□ 记者 张璐

“你猜今天食堂做了啥好吃的？”“肯

定有肉，还炖得软乎。”1月8日，周至县

四屯镇辛庄村慈善幸福家园公益食堂

里，一群老年人正围坐一起惬意地闲聊

着当日的菜品。

艺术与慈善深度融合

西安市莲湖区书法家协会主席、陕

西集贤书院院长王先锋，每次回到周至

县老家，都会与邻近的长辈们聊天拉家

常。王先锋发现，高龄独居老人的一日

三餐是村里亟须解决的大问题。

“我们村有2000多人，高龄独居老

人不在少数。由于儿女不在身边或因工

作繁忙无法照料，老人们经常做一顿吃

三顿，有时喝袋牛奶、吃个馍就算是一顿

饭。”王先锋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为解决高龄独居老人的吃饭问题，

王先锋决定利用自家宅子开办一所公益

食堂。

办免费食堂，钱从哪里来？王先锋

同书画界的朋友们商量后，决定首先成

立“集贤书院”，通过成员召集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带动更多人加入奉献爱心的

队伍。其次，在西安市慈善会帮助下成

立“善鑫会”，广泛吸纳会员，将集贤书院

书画家们的作品变现，通过艺术与慈善

融合的方式解决公益食堂运营资金问

题，从而保证公益食堂长期开办下去。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2019年3月，

陕西集贤书院成立。同年4月，慈善幸

福家园公益食堂正式开门迎客。据悉，

来此就餐的老人多是本村75岁以上的

高龄独居老人，近五年来，除逢年过节

外，老人们的一日三餐都由公益食堂提

供，老人不用花一分钱。

“创办慈善幸福家园公益食堂，不仅

能让村里的独居老人吃上营养可口的热

乎饭，还能大力弘扬孝亲敬老的传统美

德，带动更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参与慈

善事业，合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老年

助餐服务新格局。”王先锋说。

孝亲敬老成为乡村风尚

为了让老人们吃上地道的家常饭，

王先锋专门聘请了厨艺精湛的焦大姐。

蒸包子、摊煎饼、包饺子、漏鱼鱼、炒家常

菜……焦大姐每天变着花样给老人们做

出可口饭菜，就连馒头也是焦大姐亲手

揉、自己蒸。

“小饭碗”装着“大民生”。如何保证

老人们的一日三餐吃得营养又健康，不

仅是王先锋思考的问题，也是乡村振兴

总体要求中提到的“老有所养、老有所

依”的大事。

数据显示，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

已达2.8亿人，65周岁及以上人口达2.1

亿人。按照联合国划分标

准，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

阶段，并将在2035年以前进

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我国已经全面进入老

龄化社会，未来我们或许也

会成为留守老人，我要引领

身边更多爱心人士积极投身

慈善事业，营造互助互爱、文

明和谐、敬老爱老的社会氛

围。”王先锋表示。

不久前，村里有一户人

家为儿子筹办婚礼，在村委

会广场上搭灶开火，不仅酬

谢帮忙的邻里亲友，还主动

把在公益食堂就餐的30位老

人接去，共享一日三餐。

连着吃了几天席面的高

大爷开心地说，“在王先锋的

带动下，村里人也开始做慈

善，这次娃们结婚，晚辈们

‘端上端下’地孝敬我们，我

们打心眼里高兴，咱村的文

明风气也越来越好咧！”

王先锋欣慰地说，这也

是他和朋友们开办慈善幸福

家园公益食堂的真正意义，

就是带动乡亲们一起爱老敬

老孝老，形成邻里互助、和睦

相处的良好风气。

公益食堂模式可复制推广

自慈善幸福家园公益食堂开办以

来，除了集贤书院书画家们的作品拍卖

捐赠资金外，也收到不少社会机构和爱

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同时，有越来越多

的慈善志愿者来到公益食堂，主动为老

人们做饭，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

伴随着公益食堂被越来越多的人

熟知，有爱心企业表示，可以一次性交付

公益食堂一年所需的费用，也有在公益

食堂就餐的老人儿女主动要求给食堂捐

钱……这些都被王先锋婉言谢绝了。

“他们送来瓜果蔬菜往往会悄悄放

在门口，我们不得已才收下。”面对无法

拒绝的“爱心”，王先锋只好无奈接受。

“做慈善不能毫不感恩地‘啃善’，无

功利性的慈善才更加长久。”为了打造更

多服务高龄独居老人一日三餐的公益食

堂样本，王先锋申请成立了西安慈善集

贤书院公益基金会，复制推广辛庄村慈

善幸福家园公益食堂运营模式，让更多

高龄独居老人享受到幸福“食”光。

“这是慈善和书画结合的一个成功

案例，经验和做法值得推广。”省慈善协

会会长吴前进表示，王先锋和团队通过

公益食堂帮扶高龄独居老人，带动更多

人加入到奉献爱心的队伍中来，他们的

慈行善举值得社会各界点赞。

慈善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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