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只要老人有需求
我们就行动冶

城乡结缘，源自 2017 年。
2016 年 9 月，宁波行政区划调
整，包括横街镇在内的多个乡镇

划归海曙区管辖，退休在家的

“老海曙”严婉贞就有了去“西片

区”走走的出游计划。

“村民的生活和我们比，改

善空间还很大。”严婉贞说，那一

趟，让退休后从事 10 多年公益
事业的她心头一震，城乡结对的

念头就此萌生。

2017年 6月，她首次将公益
的触角延伸到山区，与 9个村社
结对，组建起“红色背包客”团队

上山送服务。

为何起名“红色背包客”？这

是对志愿者形象最生动的概括：

每次上山入户，他们都身背红色

背包，包内的物品不尽相同———

血压仪、剃发刀、唱戏用的面具、

为独居老人捎带的米面油……

俨然一只只“百宝箱”。

受横街镇侨联邀请，“红色

背包客”来半山村的次数最多，

和村民的情谊也最深，如今已重

点结对 52户村民。逢年过节进
山送服务、送美食、送表演，把这

份来自同龄人的爱心送进了山

区老人们的心坎里，拉近了城乡

的距离。

每一次进山的场景严婉贞

都历历在目，九年时间，让她和

不少村民从陌生人变为无话不

说的朋友。“如今，不少村民要查

退休金、要去城里办事，甚至家

里的米缸见底了自己无法采购

背上山，都会给我打电话。”严婉

贞说，“大家就像邻居一样，只要

老人有需求，我们就行动。”

野谢谢你们还记得
大山深处的我们冶

活动当天，满载 20 多名志
愿者的大巴车缓缓驶到半山村

文化礼堂外，几十位老人早已翘

首以盼，就像等待归家的亲人。

志愿者带来了箬壳、糯米等

原料，和老人们聚在一起拉家

常、包粽子，还献上文艺节目。文

化礼堂里，来自城乡的老人们其

乐融融。

“这次入选的志愿者人人都

是多面手，而且名额很抢手！”70
多岁的“背包客”俞慧华笑着说，

“首先要身体吃得消，而且既要

会包粽子，又要能表演节目，还

得为老人量血压、剪头发。”

演出完毕，真正的“上山入

户”行程才刚刚开始。10多名志
愿者背上装有各自“拿手好戏”工

具的红色背包，走进翠绿的大山。

“背包客”们负重登山，挨家

挨户送上粽子、社区自制的香囊

等端午礼物。80多岁的老人李乾
能早已候在门口，等待“最重要

的仪式”：理发。

简单寒暄后，“背包客”徐琼

从包里拿出理发工具：电推剪、理

发剪、梳子、清理海绵等，一个家

门口的理发台就此“开张”。她招

呼老人在院子里坐下，娴熟地为

他穿上理发围裙，用电推剪精心

修剪，不时掏出镜子耐心询问老

人长度是否合适、剪得是否满意。

“理完发清爽多了，年轻好

几岁！”老伴张苏花在一旁笑得

合不拢嘴，“太感谢了！谢谢你们

还记得大山深处的我们！”临近

中午，她热情招呼“背包客”们留

下来吃口饭，但志愿者们无暇休

息，匆匆赶往下一户。

随着海拔渐高，石阶愈发陡

峭，年近 80岁的严婉贞体力不
济先行下山。

“今天的运动量不小，微信

步数可以排第一了！”其他“背包

客”们喘着气，边调侃边向更高

处进发。

野为乡村振兴做一点
实实在在的贡献冶

历时 9年，“红色背包客”团
队从成立之初的 10 余人，发展
到拥有 40余名骨干成员及数百
名志愿者的“红色背包联盟”。如

今，白云街道多个社区的志愿团

队、牡丹社区的党建联建单位及

辖区爱心单位纷纷加入联盟。

此行一同前去的还有联盟

单位的两名电工，他们为 10 余
户重点走访家庭进行免费电路

检查，更换了部分存在隐患的线

路和灯泡。

“‘背包客’服务像开盲盒，

每次都有惊喜。”村民王赛芬说，

“有时带医生来为我们做体检，

有时水电工上门做检修，有时送

戏下乡。”

“背包客”们完成一轮“入

户”服务，花费了两个多小时。一

路下来，村民们朴实的言语里

“谢谢”成了高频词汇，一张张笑

脸、一次次握手成了“背包客”们

前行的动力。

临行前，有村民特地拎来两袋

新鲜采摘的自家青菜，执意要志愿

者们收下：“一点小心意，和你们 9
年的爱心比，算不上什么。”

如今，“红色背包客”入选了

海曙区“公益创投项目”，通过

“党建+公益”模式每年选定一个
公益主题，让爱心延续。为山区

老人送物资的“高山速递”，送党

课和政策进山的“红色访问员”，

为老人送智能夜灯的“高山一束

光”……这些爱心主题都成为团

队往年的“登山印记”。

2025 年，团队计划打造“山
区老年大学”，通过开设智能手

机使用、艺术绘画等基础课程，

丰富山区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目前该项目还在调研和试点中。

“村子里的条件和环境，比

起初来时已是天翻地覆。”牡丹

社区党委书记张燕告诉记者，村

里建起了文化礼堂、开发了古

道、开辟了新停车场，乡村振兴

的成效正逐步显现。

“我们想通过力所能及的行

动，尽可能改善山区老人的物质

生活，丰富其精神文化，为乡村

振兴做一点实实在在的贡献。”

张燕说。 渊据叶宁波日报曳冤

冶
端午假期前夕，宁波海曙横街半山村迎来了一群老朋友：平均年龄 70多岁的“红色背

包客”来为留守村子的老人们过节，流动的红色背包成为青翠山林中的一道风景。

半山村海拔两百多米，村里 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近百位。年事已高外加下山不易，“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成为不少村民的生活写照。

“红色背包客”是海曙区白云街道牡丹社区的一支侨界志愿服务队，团队领头人、年近 80

岁的严婉贞连续 9年、40多次带领志愿者“上山”，送去关爱和服务。

这个古尔邦节假期，一抹抹

温暖的“志愿红”格外亮眼。在绿

意盎然的花丛间忙碌，在老人家

中传递爱心，在学子备考的关键

时刻守护宁静……志愿者们用

实实在在的行动，为节日增添了

别样的温情。

清晨 7时，乌鲁木齐市朗悦
盛境小区的花坛旁，小区居民古

丽米热·艾孜买提和热依拉·木

拉提已经忙活开了。湿润的泥土

气息扑面而来，她们小心地将新

买的月季和矮牵牛栽进土里，花

瓣上的露珠晶莹剔透。“大伙儿

晚上要在这里聚会过节，仪式感

得足足的！”古丽米热一边培土

一边笑着说。

古丽米热搬来朗悦盛境小

区才 2年。刚来时，她发现小区
的绿化虽然有基础，但缺少打

理。凭着对花草的热爱和了解，

她主动报名当上了小区的绿化

志愿者，根据季节变换精心挑选

花卉，让小区的花坛做到“三季

有花，色彩斑斓”，不仅好看，还

引来了蝴蝶蜜蜂，生机勃勃。

更让邻居们称赞的是，古丽

米热看到小区里有块荒废的空

地，杂草丛生，觉得可惜，就向物

业和社区提议，把它改造成一个

小花园。这个想法得到大家的支

持，她带着志愿者一起动手，清

理杂草、松土、种花……几个月

下来，曾经的荒地变成了大家爱

去的花园角。

现在，小区的花坛和花园

角，成了居民们最爱去的地方。

孩子在这里玩耍，老人在树下

聊天，年轻人下班后也喜欢来

这里散步。花坛和花园角不仅

是小区环境变美的实证，更让

大家感受到了社区的温暖和融

洽。社区还常在这里召开“五方

议事会”，各族居民围坐在一起

商量小区的事。

“刚搬来时多亏邻居帮忙，

现在我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古

丽米热真诚地说。这份邻里互助

的情谊，就像藤蔓一样，在小区

里悄悄蔓延，感染着更多人参与

进来。

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延安

路街道吉顺路北社区，一份温暖

正在传递。从 6月 5 日开始，社
区联合新疆师范大学青年志愿

者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为期 3
天的关爱独居、孤寡老人活动。

志愿者们分成小组，带着清

洁工具，敲开了一户户老人的家

门。在帕提古丽老人家里，志愿

者们干得热火朝天，仔细清扫每

个角落，擦亮蒙尘的窗户，将杂

乱的物品归置得整整齐齐。志愿

者赵家仪坐在老人身边，听老人

讲起过去的故事和生活的点滴。

老人浑浊的眼睛里有了光彩，紧

紧握着志愿者的手连连道谢。

“看到老人就想到了家里的爷爷

奶奶，能帮他们做点事，陪他们

说说话，看到他们开心，我觉得

特别有意义。”赵家仪说。

吉顺路北社区党总支书记

钟敏看着收拾干净的房屋，对

志愿者们说：“你们的心意就像

节日里的暖阳照进了老人们的

心坎里，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

关爱。”

当古尔邦节遇上高考，一支

由青年志愿者组成的“静音护卫

队”在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新市区）喀什东路街道乌

东站社区忙碌起来。

“张店长，这几天高考，孩子

们正在冲刺备考，咱们的促销广

播能暂停 3天吗？”志愿者张梦
娜在喀什东路一家食品店门口

耐心地跟店长商量。“行，明白，

这就关。”店长爽快地答应，马上

关闭促销广播。短短 3 个小时，
这支行动迅速的“静音护卫队”

就走遍了沿街 32 家商铺，一家
家沟通下来，原本此起彼伏的喇

叭声没有了。

社区广场舞的音响也是个

难题，志愿者们想了个巧办法。

“阿姨，当年您的孩子高考时，是

不是也特别希望周围能安静

点？”一句贴心的话，立刻让领队

阿姨产生了共鸣。看到她点头，

志愿者们顺势拿出准备好的“静

音时段建议表”，温和地建议：

“咱们能不能把晨练时间缩短半

小时，音量也调小两格？这样对

孩子们影响要小点。”怕阿姨们

操作不熟练，年轻的志愿者蹲下

来，手把手教老人调整音响的音

量旋钮。这份用心打动了领队阿

姨，她当场拍板：“孩子们要高

考，咱们必须得配合好，我们 3
天后再见。”

自 6月 3日起，乌东站社区
就持续开展降噪宣传，引导居民

共同为高考护航。“高考这几天

很关键，又赶上过节，咱们更要

用心，一定让孩子们安安心心备

考。”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喀什东路街道办事处主任马建

国对这支行动高效的“静音护卫

队”竖起了大拇指。

渊据叶新疆日报曳冤

乌鲁木齐院志愿服务袁假日里的一道动人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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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袁40多次翻山越岭
“红色背包客”温暖山区留守老人

野红色背包客冶在上山入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