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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爱心社，位于
市区五一路北段，有“爱
心餐厅”“爱心墙”“爱心
超市”三个慈善公益项
目。这个爱心团队汇聚
了500多名志愿者，两
年来提供免费午餐 10
万余人次，送出衣服、生
活用品两万多件，为困
难群众解决了不少现实
问题，在沙澧两岸传为
美谈，成为漯河市一张
慈善公益名片。

核心提示

□文/图 本报记者 陈全义

市民在市民在““爱心墙爱心墙””前挑选衣服前挑选衣服。。 工作人员在工作人员在““爱心超市爱心超市””整理衣服整理衣服。。

环卫工人等在环卫工人等在““爱心餐厅爱心餐厅””就餐就餐。。

俗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句话在漯河可不能通用了。市区五一
路北段的雨花爱心社，不仅提供免费的
午餐，还有免费的衣服和生活用品，这里
就像一个和谐友爱的大家庭。

免费午餐人称颂免费午餐人称颂

3月7日上午，记者在五一路北段的
“爱心餐厅”看到，餐厅内整齐摆放着三
排共33张餐桌，墙壁上贴着餐厅墙壁上
贴着“温、良、恭、俭、让、孝、悌、忠、信、
义”等体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字画。

11 点半，多名志愿者在门口鞠躬迎
接前来就餐者，伴随一声“欢迎回家”，让
人有一种归家的温馨感觉。餐厅放了
5000 多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图书，
来得早的人可以安静地坐在餐桌旁看书
学习。开饭前20分钟，主持人带领大家
诵读《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论
语》《道德经》等经典书籍。随后，有志愿
者表演文艺节目，或唱歌，或朗诵，或唱
戏等。接下来，大家集体诵读《感恩词》，

“感恩国家培养护佑，感恩父母养育之
恩”。12点，志愿者先给行动不便的就餐
人员把饭端到餐桌上，其他就餐者按照
顺序排队打饭。前来就餐者食不限量，
吃完可随时取用，但整个就餐过程井然
有序，没有大声喧哗者，也没有人往地面
扔垃圾，地面非常干净。

据了解，这家“爱心餐厅”创办于2015
年1月，专门提供免费午餐，主要服务对象
是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环卫工人、园林工
人、残疾人士、流浪乞讨者等弱势群体和
困难群众，平均每天有150人前来就餐，两
年来，已免费供餐10万余人次。每天清

晨，都有20多名志愿者前来服务，择菜洗
菜、配菜烹饪、餐食发放、洗碗消毒、卫生
保洁等，有的还发挥特长表演节目。

记者注意到，“爱心餐厅”提倡素食主
义，倡导环保理念。

“能在这里免费吃饭，真是太好了。”蔡
庆言对免费餐厅赞不绝口。他今年66岁，
在附近做保洁员，家住市区长江路，由于离
家远，每天中午都来这里吃饭。他告诉记
者，中午就近免费吃饭，然后就去干活了，
免费餐厅给自己带来很多方便。

“我不是漯河人，但无论走到哪里，
我都要把漯河的爱心事迹宣传出去。”张
德山，今年67岁，郑州人，因儿子在漯河，
自己来源汇区当环卫工人，工作地点在
源汇区八一路，每天中午骑自行车前来
就餐。他说，免费餐厅对弱势群体有很
大的帮助，解决了实际困难，自己过来除
了吃饭外，还可以和很多老年人说说话，
满足精神上的需求。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
免费餐厅全年从不间断。在免费餐厅的带
动下，这个爱心平台两年接收爱心捐赠达
2000多人次，得到全市30多家单位支持，
市区先后涌现出十多家爱心免费粥屋。

市长点赞市长点赞““爱心墙爱心墙””

“这件衣服很适合我穿。”3月7日上
午9点半，在市区五一路北段，徐女士一
边从“爱心墙”上拿下一件毛呢大衣在自
己身上比试，一边和记者闲聊。她告诉
记者，自己今年60岁，这面“爱心墙”给附
近老人解决了实际困难。说着话，她又
取下一件外套，很开心地说：“这件衣服
适合我闺女穿。”

这面“爱心墙”名叫“和润爱心墙”，
创办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是我市第一面

“爱心墙”，爱心市民可以把不穿的衣服
捐赠出来，需要的人则可以随时拿走，这
对贫困人员来说，无疑是件大好事。随
后，漯河市出现了十多面“爱心墙”“友善
墙”，成为街头一道美丽的风景。

2016年3月1日，本报一版头题导读
格外引人注目，题目是《市长点赞“爱心
墙”“友善墙”》。报道称，在漯河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会议
上，市长点赞我市“爱心墙”“友善墙”，赞
扬这样的墙应该大力提倡，传递社会正
能量，让人倍感温暖。

“和润爱心墙”西邻的“爱心超市”就
更值得一提了。这是爱心人士2015年2
月创办的我市第一家爱心公益超市，里
面有爱心人士捐赠的各类物品。“爱心超
市”面向社会，服务社区居民、下岗职工、
周边困难群众、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社会
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日常生活用品，并
提供上门帮扶服务，同时，深入社区开展
送温暖活动。

记者在“爱心超市”看到，爱心单位
和慈善人士捐赠的衣服成排地挂在衣架
上。这些衣服都有专人进行清洗、消毒、
熨烫，需要这些衣服的困难人员可以来
免费取用。“爱心墙”上挂的衣服，就来自
于这里。

雨花爱心社工作人员张长喜告诉记
者，他们还开展“送爱下乡”活动，把收到
的衣服和生活用品送到偏僻、贫困的农
村，让真正需要的群众放心地取用。舞
阳县保和乡上澧村、临颍县瓦店镇敬老
院等地方，都留下了爱心社志愿者的身

影。不少村民免费取到衣服后都很高
兴。两年来，他们组织此类活动9次。

记者获悉，共青团漯河市委等爱心
单位纷纷伸出援手，帮助爱心社解决衣
服来源问题。

据统计，雨花爱心社两年来共捐出
衣物、生活用品两万多件，给不少困难群
众解决了实际问题。如今，他们正在筹
建一个280平方米的爱心超市，以便服务
于更多的困难群众。

传递社会正能量传递社会正能量

雨花爱心社发起人告诉记者，吃饭
穿衣是解决生存问题最重要的事情，他
们从帮助困难群众最迫切、最现实、最基
本的问题入手，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
解困，做政府慈善事业的有益补充。

记者了解到，“爱心餐厅”已经成为
一个“国学小课堂”，通过经典诵读、感恩
教育和文艺节目表演，为就餐者提供精
神食粮，同时提升了他们的文明素质；更
重要的是弘扬了“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传播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爱心是会“传染”的，雨花爱心社的辐
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漯河市不少大、中、
小学教师带领学生定期前来做志愿者，周
围市民也纷纷加入志愿者行列，传承“尊老
爱幼、扶弱济贫”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
德。如今，爱心社登记在册的志愿者有500
多人，长期服务的固定志愿者70多人。

蔡长根、王中英夫妇，舞阳县姜店乡
农民，均年过六旬，家中土地流转，住在
市区亲戚家，2015年10月开始一直在爱
心餐厅做志愿者。每天上午，老两口骑
电动车过来帮忙，乐此不疲。老家的乡
亲们听说他们没有工资，都表示不信。
他们说，每天来服务别人，自己心情好，
精神好，身体也好；自己不得病了，不住
医院花钱了，就等于挣钱了。

雨花爱心社的感人事迹广为流传，
《光明日报》《河南日报》《大河报》《漯河
日报》和省、市电视台进行了广泛关注和
报道。2015 年，“爱心餐厅”和“爱心超
市”双双被评为“河南省优秀文明使者志
愿服务站”；2016 年，爱心社被评为漯河
市“最佳志愿者服务团队”及“文明使者
团队”；2016年3月，荣获“漯河十大年度
人物”集体奖；2016年8月，荣获漯河市人
民政府“第一届慈善奖”；2016年11月，荣
获漯河市文明办“最佳志愿服务团队
奖”；2017年3月，“爱心餐厅”被评为“河
南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大爱无疆大爱无疆 情暖沙澧情暖沙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