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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 西藏大学 旦增尼玛

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 西藏大学 旦增尼玛

在大一，我就加入了学校的
青年志愿协会，如今已经 3 年多
了。参与志愿活动让我个人得到
成长，不仅增强了责任心，也提
高了组织管理能力。

在日常生活中，我会尽力帮
助身边人，关心身边事。老师、
朋友们说，我整个人都变得更热
情、更有耐心了。这与我加入志
愿协会的初衷一致，即给社会
多一点关爱，给弱势群体多一些
关注。

目前，我在学校青年志愿协
会担任文艺副会长，主要任务是
配合其他成员完成各项志愿服务
活动，同时组织慰问演出。前段
时间，学校组织我们去拉萨市八
廓社区开展阳光助残志愿服务活
动。主要任务有帮残疾人打扫卫
生、整理个人卫生，发放礼品，
陪他们做游戏，给他们表演节目
等。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类似活
动，结束一天的志愿服务后，我
感触很深：虽然我们青年志愿者

的能量很微小，但也能让残疾人
感受到温暖。

在西藏，中老年人爱去茶
馆。我们利用这一特点，成立了

“茶馆书屋”，在寒暑假期间，走
进各个茶馆，向居民宣讲党史、
国家的最新惠民利民政策、红色
故事等，同时与茶馆里的人进行
互动交流、答疑解惑。我们还在
一些茶馆种植“民族团结之花”，
希望民族团结之情能像格桑花一
样扎根在人们心里。

志愿者活动为我提供了一扇
接触社会的窗户和锻炼的机会。
每个人的能力有限，但汇聚在一
起就是强大的力量。

今后，我们将尽全力帮助孤
寡老人、孤残儿童等有困难的群
体。哪怕只是一句问候、一次搀
扶、一次弯腰，都能为社会公
益、福利事业、生态环保贡献自
己的微薄之力。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采访
整理）

我是一名大二学生，志愿者
是我期待已久的一个身份。当我
还是中学生时，读大学的表哥表
姐和我分享了不少在学校做志愿
者的经历，在我心里埋下了当志
愿者的种子。

2022年9月，我被赣南师范大
学化学化工学院录取。进入学校后，
在多方打听、了解和学院的支持下，
我成功加入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和
学院蒲公英志愿服务队，如愿以偿
成为一名大学生志愿者。

之后，我积极参加学校组织
的各种志愿活动。把学习之余的
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志愿服务
中，既有大活动，也有小活动。
但不论活动大小，我都认真准
备，全心投入。

在参加的志愿服务中，我印
象最为深刻和最有成就感的是今
年 5 月的一次，学院蒲公英志愿
服务队组织志愿者去敬老院看望
老人。

来到敬老院后，我和小伙
伴 看 到 院 里 收 拾 得 干 净 整 洁 ，
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但明显

感觉到老人们的孤独。我们将
精心挑选的蔬菜、水果、牛奶
分发给了老人，与他们一起洗
菜、切菜、调馅、包饺子，慢慢
地，老人们脸上有了笑容，与我
们也熟络起来。饭后休憩时间，
我们帮老人们整理衣物、剪指
甲，和他们唠嗑，给他们讲当
下的时代变化和风土人情，也
听他们讲生活的际遇和人生的
感悟。

那天，老人们过得很快乐。
当我和小伙伴们踏上返程之

路时，有位老奶奶站在门口看着
我们，眼里满是不舍。这时我突
然意识到，这或许是我们做志愿
者的意义所在，尽管能做的事情
很小，但仍有价值，微光再弱，
亦能暖心。

如今，我成为志愿者已一年
多，参加的大小志愿服务总计 100
多次。作为一名大学生，在今后的
学习和生活中，我将继续积极参加
志愿服务，用小小的付出，为需要
的人带去温暖和光亮。

（本报记者 朱 磊采访整理）

为需要的人带去温暖
■ 赣南师范大学 龙 璐

前阵子，吉林省通榆县的哥
哥姐姐们传来丰收的好消息，那
些志愿服务时和他们一起到田间
劳作的画面在眼前再次浮现。

作为在黑土地上成长求学的
青年，满仓的玉米、金黄的稻浪
和农民收获时的笑脸，是关于秋
天最初的记忆。小时候，每到农
忙时节，大人们总在田间地头辛
勤耕作，到了秋天，我也会去玉
米地里帮着掰玉米，一起感受收
获的喜悦。

步入大学校园之初，我经常
想如何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最终，我选择到最基层的地
方去，投身田野，筑梦乡村。我
曾前往吉林省内 5 市 21 村进行乡
村振兴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时长
累计1200小时。其中，曾经的深
度贫困县通榆县是我和我们吉
林大学北辰志愿服务队最关心
的地方。3 年多时间里，作为志
愿服务队队长，我多次带队去通
榆县开展志愿服务，涉及田野调

查、社区服务与支教助学等多元
化服务项目，将我们所学的知识
与当地发展实际结合。在肥沃的
黑土地上，我见证了乡村振兴带
来的变化，从志愿服务中汲取
养分，让自己的青春收获宝贵
的成长。

在乡村志愿服务期间，我和我
们团队的小伙伴们深入田野，在乡
间地头进行助农实践，走村入户开
展调研，在交流中体验乡村生活，
认真总结感悟收获。在志愿服务
中，我们关注到科技小院在丰富通
榆县农村文化活动形式、促进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带动地方经济
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以此为切入
点，我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撰写了
以“科技小院”为主题的调研报告，
得到学校和当地的认可，部分项目
正逐步落地。

大学时光即将步入尾声，不
久后我也将进入研究生求学阶
段，但志愿服务的步履不会停歇。
（本报记者 郑智文采访整理）

做敬老孝老的践行者
■ 曲阜师范大学 王海容

投身田野，筑梦乡村
■ 吉林大学 王梓铭

投身田野，筑梦乡村
■ 吉林大学 王梓铭

让明天更美好
■ 重庆大学 卢波林

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 广西大学 王爱钰

我是来自曲阜师范大学文学
院的一名大四学生。曲阜是孔
子故里、儒家文化发源地，文
化底蕴深厚，这是我选择报考
这所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幼
热爱历史文化的我，除了在校内
学好知识，还想走出校园，在
这里感悟、践行传统美德。

我成为班长后，第一次组织
集体活动便是带领班级同学去敬
老院。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志愿服务
活动，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这次经历让我体会到了敬老孝老
不仅仅是子女的事，而是整个社
会的责任。

与张奶奶的初见让我记忆犹
新。她蹲坐在院内角落的枣树
下，不时抬头望着天空，看起来
落寞而孤单，我走到老人面前蹲
下，跟她聊起天来。她告诉我，
自己已经 80 岁了，儿子工作忙，
好久没来敬老院了，她还是每天
都坐在这个角落里，等着，盼
着。说着，张奶奶的眼眶红了，
眼泪打着转。

“奶奶，您看，我们都是您

的 孩 子 啊 ！ 我 们 有 空 就 来 看
您！”我指着身后的几位同学说，

“我们经常来，如果有事就给我
们打电话。”张奶奶露出孩童般
的笑容。后来，通过与养老院
管理员沟通我才了解到，原来
张 奶 奶 的 儿 子 因 意 外 去 世 了 ，
从那以后她便患上阿尔茨海默
症 ， 忘 记 儿 子 已 经 去 世 的 事
实，只是每天坐在角落等待儿
子来看她。听到这，我们都哽
咽了。

从那以后，每当有空余时
间，我便会去敬老院看看张奶
奶，希望能通过我的微薄之力给
老人带来一些温暖，哪怕只有一
瞬间也好。

每周至少一次的探望，让她
笑容多了起来，性格也开朗了一
些，这让我心里的使命感也愈加
强烈。

未来，身为青年学子，我将
继续弘扬孝敬老人的中华传统
美德，和更多同龄人做敬老爱
老的践行者，有一份热就发一
份光。

（本报记者 李 蕊采访整理）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这是我小
学时学到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我出生在新疆木垒县的西吉
尔镇，这首歌是上小学时，来到
我们学校支教的老师教我唱的，
她告诉我这首歌名叫《明天会更
好》。她给了我很多帮助。

2020 年夏天，我来到重庆开
启求学之旅。迈入校园，一群热
情的“红马甲”为我们这群“小萌
新”搬运行李、答疑解惑，成为校
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之后，
我主动加入学校青年志愿者协
会，积极投身到社区服务、乡村
振兴、大型赛会、校园文明等各
类志愿服务中。

“小卢，我的手机怎么没有声
音了？”这是我在社区服务中被问
到最多的问题。老年人经常对智
能手机的使用产生困惑，于是，
我决定组织一支志愿服务队去帮
助老年人解决这个困难。我们编
写说明书，开展课程讲解。目
前，团队已经前往学校周边的 30
余个社区为老年人开展“智能手机
使用”等培训活动。许多爷爷奶奶

从不会调整手机声音到现在常常
在微信上打字问我“课多不多”，这
让我很有成就感，也让离家千里来
重庆求学的我收获了家一般的温
暖。志愿服务总会在不经意间给
我带来感动，它早已成为我每学
期的“必修课”。

今年暑假，我和小伙伴们
一拍即合、组建成团，从平均
海 拔 400 米 的 山 城 重 庆 来 到 平
均海拔 4000 多米的西藏自治区
芒康县，共同在藏区开展美育
支教。

海拔的升高带来身体上的挑
战，但到达芒康县看到孩子们
后，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他
们纯真的笑容治愈了路途疲惫。
在那里，我们开设了普通话、绘
画、摄影、音乐等多个课程。音
乐课上，我教孩子们唱起了《明天
会更好》。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
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我相信志愿服务的精神会一直传
承下去，让明天更美好！

（本 报 记 者 沈靖然 采 访
整理）

我在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读大二，尽管才入学两年，我
已经被评为校级的优秀志愿者。
在刚刚闭幕的第一届全国学生

（青年）运动会（以下简称“学青
会”）中，我担任志愿者，主要负
责主媒体中心一楼的物资派发和
信息查询工作。

这项工作看起来不太复杂，
但需要心细。我们总共要派发大
约1000个媒体包，里面包含了运
动服、水杯、笔记本、学青会吉
祥物等物品。当每位记者来前台
领取时，我们要一一核对他们的
证件信息，再请他们签名领取，
以免误拿。

此外，我还负责帮助记者们
查询学青会赛事的相关信息。在
这期间，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
深刻。

一天，一位香港记者找到
我，问我能不能帮他查到所有香
港运动员的比赛项目和时间，这
可让我有些犯难，因为按照之前
的培训细则，我登录了学青会官
网的新闻中心，没有找到相关信

息。于是，我立即求助于我们的
带队老师黎明，在黎老师帮助
下，我们在学青会的赛事信息发
布系统里，通过检索地区，终于
找到了所有香港运动员参赛的具
体项目。

我记得这位香港记者当时
特别激动，也很感谢我们，因为
了解到这些信息，他的工作量会
大大减少。能够为大家排忧解
难，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学青会志愿服务每天的时间
安排都很紧张：早上6点起床，7
点从学校坐车到主媒体中心，一
直工作到晚上10点才回学校。但
是，我心里依然非常开心，为能
够有这样宝贵的学习机会和保障
赛事顺利进行而感到荣幸。

我珍惜每一次志愿服务的
机 会 ， 我 觉 得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
不仅可以为他人提供帮助，获
得满足感，还可以不断突破舒适
圈 ， 获 得 更 加 丰 富 的 人 生 经
历，同时加深对自己的认识和
了解。

（本报记者 郑 壹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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