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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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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市志愿服务工作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志愿服务精神日益深入人心，崇德向善蔚然成风，志愿者队伍不断发展壮
大，志愿服务蓬勃兴起。未来，我市将继续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引导各行各业结合行业特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提升
志愿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推动志愿服务精准化、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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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突击型的志愿服务活动固定
下来，让其常态化发展，服务更加精
准，这是我市目前正在引导志愿服务发
展的一个目标。

“志愿服务的‘志’要突出在常态
化上。”漯河市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邱
新会认为，要让志愿服务“活”起来，
经常性地开展有特色的志愿服务，时间
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学习雷锋活动月开展
系列活动，形式上不能仅仅停留在打扫
卫生、慰问老人和关爱留守儿童上，志
愿服务更要集中到老百姓切实需要上，
建立志愿服务常态化，推动形成志愿服
务工作长效机制。

目前，我市涌现出了《今夜情怀》
爱心团队、公益顺风车爱心团队、爱心
粥屋、天桥义工、星火志愿团等，一批
长期坚持传递爱心的特色公益志愿者团
队，他们关爱“空巢老人”、情暖残疾
人、爱心助学、施粥助人，志愿服务正
逐步从“业余”走向“专业”、从“单
一”走向“多元”，促进了社会的文明
进步和城市的和谐发展。

“未来，我们在发展壮大各级、各
类志愿服务组织的同时，将引导各行各
业结合行业特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谈起我市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梁国正说，
虽然目前我市各级注册的志愿服务组织
接近 1500个，覆盖了近 40个种类，但
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服务质量上来
看，都与人民群众对志愿服务的需求有
较大的差距。所以，今后我市将积极支
持、鼓励各行各业发展各具特色的志愿
服务组织，引导各级志愿服务组织朝着
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据介绍，未来，我市将引导各个行
业利用自身的行业特色和优势，结合行
业特点利用志愿者的所长开展志愿服
务，开展专业化的志愿服务。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我市还将引导各级志愿服务组织依托城
乡社区、公园、车站和商场等，设立志
愿服务站点，搭建志愿服务活动平台，
不断拓展志愿服务领域，扩大志愿服务
覆盖面。立足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
与，精心设计接地气的项目。

让志愿服务走进社区、服务群众
需要将是我市未来志愿服务发展的一
个重要方向。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市将充分利用全市网格化平台
资源，将志愿服务纳入网格化服务管
理，实现社区志愿服务与社区网格化
服务平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行“网
格员+志愿服务”的模式，做到志愿
者、服务对象和服务项目的无缝对
接。广泛开展邻里守望志愿服务活
动，把残疾人、空巢老人、妇女儿
童、困难群众等作为重点服务对象，
采取结对帮扶的方式，积极开展扶贫
帮困、扶老助残志愿服务，构筑邻里
互帮、互助、互信、互爱的平台，开
展卫生保健、心理疏导、文化活动等
志愿服务活动，实现常态化服务、精
准化服务。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做一次好事并不难，难就难
在能经常做好事，天天做好事，
长年做好事。而我市有许多公益
团体、爱心组织，他们利用自身
优势或者特长，为人们长期提供
力所能及的免费服务。这些“接
地气”的志愿服务，使许多需要
帮助的人们受益多多。

2017 年 12 月 27 日早晨 6 点，
当许多人还在睡梦中时，市区邙
山路中段的爱心粥屋的几位志愿
者早已忙碌起来。

室内的四五张桌椅上已经坐
满了前来吃早饭的人，他们大多
是环卫工人，还有附近的空巢老
人、孤寡老人和流浪汉。杜金华
和其他三四个爱心志愿者分别把
盛好的热粥、菜和热馒头递到他
们手中。虽然清晨寒意重，但是
前来吃爱心粥的每一个人脸上都
洋溢着微笑。

“这几年我的早饭都是在这儿
吃的，感激不尽啊！”家住附近的
张凤丽老人已 68岁，平时和老伴
以捡垃圾为生。自从三年前爱心
粥屋开办以来，他们几乎每天早
上来吃热乎乎的早餐。免费爱心
粥屋给他们带来的不只来自身体
的温暖，也让他们的内心感觉暖
融融的。

家住召陵区的张威是“召陵区
公益顺风车”协会的一名车主。两
年多前他加入了公益顺风车爱心团
队，免费让顺路的人乘车，两年多
来他几乎每天都能顺路搭载几个人。

张威告诉记者，因为平时上
班或者出去办事经常都是一个人
开车，身边有多余的座位，想着
能不能捎别人一段，正好看到有
公益顺风车的平台就加入了。现
在，召陵区公益顺风车协会拥有
爱心车主近 6000人，大家每天都
顺路做着力所能及的好事，赢得
了人们的赞许。

“孩子，我陪孙子到石家庄，
你帮我看看咋买票？”2017年12月
23日上午9时许，在漯河西站售票
处，65岁的刘大爷送 12岁的孙子
到石家庄，他不会自助购票，就拿
着身份证和银行卡询问在自助购票
机处戴红帽的志愿者赵文豪。赵文
豪熟练地在屏幕上操作，不到3分
钟，就把两张票递到老人手上。

15岁的赵文豪是西城区阴阳赵
镇初级中学八年级的学生。从2017
年6月份开始，他和同学们几乎每
周双休日都来漯河西站做志愿者，
为旅客提供服务。这一天，该校共
有 34名师生来做志愿者，义务为
旅客服务。校长张二凯告诉记者，
学校的学生和老师都加入了志愿服
务的队伍，大家利用休息时间，常
年坚持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接地气”

2017年 12月 24日上午，一位环卫工
人在市区嵩山路沙河桥上打扫卫生，他扫
干净地面后，还不忘记拿出抹布擦拭不锈
钢桥栏杆。

“尘土和水雾落到桥栏杆上后，会黏
在上面，看着可脏，需要经常擦或者用水
清洗。”这位环卫工人告诉记者，他在 3
月份学雷锋时见过有志愿者来擦洗了一
次，可以后再也没有人来了。

在市区淞江路东段的一家老年公
寓，老人们在院内避风的地方晒着太
阳。有老人告诉记者，几个月前有穿红
马甲的人来为他们免费理发、刮脸，可
是，现在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来提供
这项服务了。

这家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感叹道，有

时来做志愿服务和慰问老人活动的人扎
堆，甚至一天出现几拨人，有时一天多次
组织老人接受服务或者看文艺节目；可是
那个时间段一过，院里便恢复了正常，几
个月也不见有人来进行志愿服务或者慰问
老人。“其实，如果有人经常来陪老人们
说说话，疏解一下心理，让他们感受到精
神的愉悦，感觉比来打扫卫生、提几包点
心还重要。”

目前，由于缺乏统一管理，我市一些
县区都出现过“养老院平时少人问津，节
假日却志愿者人满为患”的现象。志愿者
团队成了“突击队”，志愿活动“一阵
风”、“一窝蜂”，缺乏有序开展活动的岗
位阵地，导致有些领域接受过量服务，有
些有需要的领域却少有志愿者参加。

需有序开展志愿活动

志愿者为社区居民提供家电维修志愿者为社区居民提供家电维修、、义诊义诊、、政策法规宣传等服务政策法规宣传等服务。。

志愿者进社区美化环境志愿者进社区美化环境。。

志愿者义务打扫卫生志愿者义务打扫卫生。。 志愿者慰问贫困家庭志愿者慰问贫困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