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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出门，绕着社区溜达一圈。不一会

儿，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新风社区党委书

记邢春桂就来到红木屋便民坊前，只见有人

义务修伞，有人免费理发……

“这是我们社区的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点，红木屋里，有一群志愿者为大家服务。”邢

春桂说。红木屋便民坊、映山红艺术团、蒲公

英家政志愿服务队等志愿服务组织，是马鞍

山市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马鞍山市整合基层公共服务及

各方服务力量，构建了常态化、制度化、规范

化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体系。细致梳

理需求，加强培训管理，激励全民参与，截至

目前，马鞍山市已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9 个、所 46 个、站 575 个、行业站点 236 个。

依托基层社区
精准提供服务

树荫下，红木屋，一大早就有顾客登门。

一手握剪子，一手拿梳子，何棉英忙个不

停。理完发，洗了头，道声再见，却不收钱。

这事儿，还得从 2018 年说起。

今年 48 岁的何棉英，家住新风社区。上

有老，下有小，全靠她理发挣钱。“以前，我就

在 路 口 撑 把 伞 、支 个 摊 ，社 区 人 多 ，生 意 不

赖 。 可 是 占 了 道 ，影 响 交 通 秩 序 。”何 棉 英

回忆。

早点摊、修鞋铺、裁缝店，这条路上过去

有好几个流动摊点。早高峰时，上班的、买菜

的、送孩子上学的，很是拥堵。

“居民们意见大，占道经营也不安全。可

他们又都就业困难，只这一门手艺傍身。”邢

春桂说，那会儿，她真是左右为难。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中，有不少志愿

者提供服务，何不把流动摊点纳入进来？思

来想去，邢春桂琢磨，不如建个便民坊，鼓励

大家用志愿服务抵房租。

集中座谈，征询意见。何棉英听了，头一

个站出来，“我同意！以后 80 岁以上的空巢

老人，来我这理发，不收钱。”换锁的张师傅，修鞋的屠大爷，

也都同意。

就这样，红木屋便民坊建了起来，志愿者们搬了进来。

而对何棉英来说，出了家门，就到店门，格外心安。如今，马

鞍山市已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1541 支，36 万名

志愿者各显身手，服务市民超过 110 万人次。

加强培育管理
发动社会力量

“我们这群志同道合的伙伴，想要组建一个志愿服务组

织。一开始空有热情，却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作为马鞍山市

花山区曙光救援队的秘书长，苗红蓉曾遇到过志愿服务组织

注册的难题。

就在她一筹莫展之际，严经纬登了门。“先登

记注册，再编写手册，理出个章程。”时任马鞍山

市志愿服务中心负责人的严经纬开门见山。

“防汛期间，我们执行了很多救援任务。志

愿服务中心还特意请来专家给全市所有救援队

伍的骨干志愿者培训，讲解安全知识。”在苗红蓉

看来，志愿服务中心不仅为公益组织搭建了一个

平台，还给了志愿者们一个家，“有问题，找中心，

准能解决。”

3 年多来，志愿服务中心已成功推动成立 8 家

协会。从志愿者培训到志愿服务组织培育，从发

布志愿服务动态到展示志愿服务风采，志愿服务

中心为志愿服务组织提供了场地和政策支持。

为调动更多力量参加，马鞍山市志愿服务中

心组织起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新

风社区组织的映山红艺术团由此成立。“社区老

年人多，退休后大多喜欢在一块儿唱歌、跳广场

舞。大伙感兴趣，社区文化活动也多，我们索性

建了个艺术团，自娱自乐。”邢春桂说。现在，这

个志愿服务队还吸引了不少其他社区居民加入，

演出范围也扩大到了全市。

建立激励机制
激发服务热情

马鞍山市湖东路旁，一台志愿服务积分兑换

机十分显眼。仔细瞧，小夜灯、矿泉水等物品一

应俱全。

掏出手机选中物品，直接扫码，不一会儿，一

瓶矿泉水滑了出来。“没想到，志愿服务攒的积

分，还能兑换小物品。我心里暖洋洋的，以后做

起志愿服务来，越发有干劲。”金元伟笑着说。

今年 56 岁的金元伟，是一名四星级志愿者。

更换灯泡、维修电扇、疏通管道……只要群众有

需要，他总是有求必应。

一 开 始 ，听 说 免 费 上 门 服 务 ，大 伙 都 不 相

信。“有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打了电话，让我上

门帮忙安装吸顶灯。装好了，没收费，这才打消

了疑虑。”金元伟说，自己过去在单位，做的就是

设备维修，干起活来得心应手。闲不下来的他，

自 1982 年起参与志愿服务，这一坚持，就是近 40
年。提供家政服务、报名夜间巡逻、参与文艺演出，根据时

长，金元伟参与志愿服务的积分一点点累积。

2019 年，马鞍山市出台了《马鞍山市志愿服务激励回馈

办法》，为所有注册志愿者提供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评定星级

志愿者并分级提供公交免费、就医绿色通道等激励。“参与志

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1000 小时，就可以认定为四星级志愿

者。像老金这样的四星级志愿者，全市目前有 13 个。”马鞍

山市文明办主任李世华介绍。

2020 年 12 月，马鞍山市的志愿者激励政策进一步扩大

范围。全市上线了“志愿服务积分兑换系统”，建成 300 多处

志愿服务积分超市，构成线上线下积分兑换体系，方便志愿

者随时兑换积分。随着一系列志愿服务激励政策出台，市民

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进一步被激发，马鞍山市注册志愿者年

均增加约 1 万人，志愿者总人数占全市人口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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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水只能解决自己的需求，一条

河就可以惠及更多人。”这是退役军人张

保华最喜欢的一句话。

1983 年，张保华因伤残退役。38 年

来，张保华的伤残抚恤金从每年的 54 元

增加到如今的近 4 万元，累计 50 多万元，

全部流向了山区中小学生、困难群体。

众多自强不息、勇毅笃定的退役军

人，脱下军装后，打拼出一片事业，并用

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人、回馈社会，兑现

了“ 退 役 不 褪 色 、建 功 新 时 代 ”的 铮 铮

誓言。

“最危险的地方，
让我先上”

2020 年 1 月 26 日，西安大兴医院质

控科主任刘维接到通知，医院需要抽调

人员去武汉，深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

线。刘维第一时间报名：“我有参加抗击

非典的经历，最危险的地方，让我先上！”

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重症病区，面

对感染风险大、医护人员不够等困难，作

为退役军人的刘维以最快速度投入战

斗，主持制订 60 多项工作流程制度。她

所在的医疗队在武汉坚守了 65 天，累计

收治患者 113 名。

两次战疫，冲锋在前。刘维说：“我

16 岁入伍，能够为国效力，感到很光荣、

很自豪。”

走小区、查住户，登记外来人员，排

查外来车辆……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一

支由 54 名退役军人组成的突击队，同样

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守护人

民群众的健康。组织者名叫孟金霞，她

带领队员们服务了海拉尔区的 12 个社

区、24 个小区，在疫情大考中，向党和人

民交出了退役军人的答卷。

在军营，他们是强军路上的可靠支

撑；退役后，他们是复兴路上的先锋战

士 。 危 难 时 刻 ，他 们 挺 身 而 出 ，践 行

使命。

河南邓州编外雷锋团“薪火营”，成

员全部来自退役军人。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关键时期，他们募集资金购买新

鲜蔬菜 20 吨驰援武汉，帮助解决市民的

难题，共向湖北地区捐赠新鲜蔬菜 10 余

车 300 余吨。

“作为编外雷锋团‘薪火营’成员、从

雷锋团走出来的战士，我们有责任有义

务为百姓排忧解难。”“薪火营”教导员杜

恒介绍，今年多地遭遇暴雨，“薪火营”第

一时间组建了百余人的救援突击队，分

批奔赴郑州、新乡等地参加救援。

无论是战疫第一线，还是抗洪最前

沿，无数退役军人不惧生死、逆行出征，

用实际行动诠释在军营大熔炉里树立的

远大理想、建塑的崇高信仰、熔铸的坚强

意志、培育的奉献精神。

“解决退役军人的
困难是我的责任”

“当兵保家卫国，退役服务民生。”这

是退役军人衡飞的担当。

2010 年退役后，衡飞带领战友从一

家 20 平方米的擦鞋店起步创业，发展成

如今 3000 余平方米的智慧工厂，40 余家

门店，带动 600 余人就业。

不忘初心，敢挑重担。在创业的同

时，衡飞也积极回报社会。 2018 年，衡

飞在天津成立了洗染业退役军人职业技

能培训指导中心，为退役军人提供标准

化培训，带领更多退役军人翻开人生新

篇章。

同样艰苦创业、积极为退役军人排

忧解难的退役军人，还有江苏省淮安市

洪泽区爱心助学基金会监事长窦正满、

河北省华丰裕达集团党委书记赵凤全。

2004 年，窦正满退役后选择自主择

业，创办拖轮公司。目前，公司有 1/3 的

员工是退役军人。为让大家尽快适应岗

位，窦正满组织他们到专业院校进行培

训，学习专业知识和岗位技能，帮助他们

顺利实现再就业。

“ 解 决 退 役 军 人 的 困 难 是 我 的 责

任”，在赵凤全创业之初组建团队时，第

一选择就是退役军人；企业发展阶段，优

先录用的是退役军人；企业培养技术骨

干，第一个想到的是退役军人……公司

里，现有退役军人员工 200 余人。在赵

凤全的带领下，凭着退役军人坚韧的奋

斗 精 神 ，企 业 一 步 步 从 小 到 大 、从 大

到强。

他们是广大退役军人的代表，是建

功新时代、奋斗新征程的典型。他们将

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在人生“新战

场”上续写了不平凡的华章。

退役军人张华荣白手起家，创办了

华坚集团。2011 年，张华荣到非洲投资

设厂，招聘 8000 余名当地人就业。他为

员工免费提供膳食，用大爱的心，浇灌出

友谊的花朵。

“作为退役军人，能
帮社会做一点是一点”

上海到云南，19 年时间里，张志勇

往返两地的次数，多到自己都记不清。

如此奔忙，只为一桩事：帮助困难

学生。

自 2002 年 起 ，张 志 勇 长 期 提 供 奖

学 金 资 助 的 学 生 共 有 800 余 名 。 他 和

他的公益服务社累计为贵州、云南、西

藏、甘肃、新疆等地捐款 280 余万元，捐

赠各类物资 580 余吨，惠及学生近 5 万

人、教师 500 多人。

不遗余力、持之以恒助学扶贫，使张

志勇成为无数被帮助过的孩子口中的

“上海阿爸”。这位退役老兵，在公益事

业上，充分展现了军人的风采和情怀。

“当初当兵是为了保家卫国，回到地方我

又得到了很好的待遇，有一份很稳定的

工作。作为退役军人，能帮社会做一点

是一点。”

戎装虽脱，初心不改。他们是广大

退役军人的优秀代表，秉承军队光荣传

统，用实际行动诠释初心使命。他们来

自各行各业，身份不同、岗位各异，但敢

打硬仗、勇挑重担的信念相同。他们的

美是忠诚之美，是奉献之美，是奋斗之

美，更是时代之美。

坚守军人初心 永葆奋斗底色
—2021年度“最美退役军人”速写（下）

本报记者 李卓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