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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啸 天 是 荷 塘 区 明
照 村 爱 在 明 天 公 益 组 织
的 创 办 人 ，在 村 民 们 眼
里，今年 25 岁的他是个了
不起的“满哥”。

走上公益之路，汤啸
天是受了母亲的影响。自
记事起，母亲陈元芳就是
个热心肠的人，会带着他
去慰问孤寡老人。

“小时候觉得她多管
闲事。”汤啸天说，不过随
着年龄的增长，他慢慢理
解了母亲的善良。

近几年，株洲各个街
道社区相继组建起了公益
组织，明照村也有了自己
的公益组织——幸福微联
盟。热心肠的母亲自然拉
着汤啸天加入。

然而，汤啸天发现，组
织里鲜有年轻人的身影。

“难道村里的年轻人
都不乐意做公益吗？”汤啸
天找了几个村里同龄的伙

伴交流此事。
原来年轻人并不排斥

公益，只是觉得与长辈们
有理念方面的差异。2019
年 6 月，汤啸天和村里的
伙伴建起了年轻人的公益
组织——爱在明天，专门
从事助残、帮困等活动。

组织成立不到两年，
已拥有 40 名成员，帮助了
16户困难家庭。今年，他们
将帮扶对象扩大到 15户。

“以前村里的长辈总
说我们年轻人没有社会责
任感，但自从我们做公益，
他们的态度都改变了。”汤
啸天笑着说。

由 于 组 织 的 不 断 壮
大，有时，汤啸天要自掏
腰包搞活动。他计划，未
来，利用项目向社区和社
会寻求支持，争取更多的
社会资金和资源，将自己
的 公 益 组 织 打 造 成 一 块
金字招牌。

花钱如流水
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他们学雷锋 透着青春味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琼 黄欣雨 廖智勇 易楚瞳 实习生/陈俞汐

又到阳春三月。“向雷锋同志学习！”距离毛泽东主席1963年 3月 5日亲笔题词
的时间，已过去58年。即便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社会上的任何一位好人，仍会被
人们称为“活雷锋”。

事实上，如今，“雷锋精神”早已被赋予了新的形式及内涵，像志愿者服务、慈善活
动，都可以理解为它的延续。而一切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旨归的行为，都是新
时代“雷锋精神”的题中之意。

“80后”“90后”“00后”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偶像辈出的时代。在
他们眼中，上世纪60年代的偶像雷锋并未走远。如今，“雷锋精神”标签随着时代的进
步，已被年青一代注入了更多新内涵。

【核心阅读】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青年一
代正通过互联网技术的加持，让“雷锋精神”以丰富
链接方式不断生长，让个人、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
主体打破壁垒，“破圈”融合。不经意间，人们的内心
就被来自“陌生人”的温情撞击。

2020年 6月 18日，是电商们忙碌的日子。当天，
抖音直播间又诞生了一名新主播。她叫圆圆，19岁，
是名自闭症青年。

原来，2017 年，圆圆加入了“彩虹伞守护小雨
人”艺术疗育项目。通过几年的学习，她逐渐变得
开朗。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就业却成了个难
题。为此，李荣凯和荷塘区茨菇塘街道决定通过

“互联网+”，为圆圆定制一份特别的工作——直播

带货主播。
当天，圆圆的直播从下午 4点一直持续到晚上

10点，直播间人数最高时有 6.4万余人，流动流量达
到 100余万，而圆圆也售出 10余件衣服。

“通过‘互联网+’，能推动志愿者、项目、资源
等要素的有效对接。”陈亮表示，新时代为“雷锋精
神”打开了新平台，万物万联的互联网因子的叠
加，让“向善”如同一块块磁铁，把每一个普通人内
心深厚的热情黏合在一起，托起整个社会的文明
高度。

让人欣喜的是，这两天，李荣凯和团队正在尝
试建立“幸福商店”的抖音号，他们想利用这个新平
台，让更多的精智障碍青少年搭上“幸福”快车。

我们都做“活雷锋”
刘琼

很多年前，雪村的一首《东北人都是活雷
锋》被大家传唱。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雷锋。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会清晰地发现，雷锋精神
是在不断续写的“精神谱系”。它的向善“内核”
始终未变。这变与不变，正是雷锋精神历久弥
新、生生不息的根源所在。

让我们每个人都做新时代的“活雷锋”，自
愿、自觉、自信来践行雷锋精神。不怕善小、不
怕事微，因为我们播下的每一颗文明之种，汇
聚起来，就会成长为一望无际的“道德森林”。

“雷锋”，正年轻！

春来，天元区群丰镇的炯
钢葡萄园。葡萄藤间的小径被
打理得井井有条，防鸟网、捕虫
板等错落有致。罗炯钢一家，就
住在园子里。

10多年前，他因事故失去
双腿，高位截瘫，从此离不开
轮椅。2007 年，在社会多方力
量的帮助下，他于荒山开辟出
一片家庭葡萄园，成为全家人
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葡萄一
年比一年长势喜人，罗炯钢也
因此逐渐走出阴霾。唯一发愁
的是，有时，葡萄在藤上熟到
退甜，还卖不出去。

直到去年 5 月，一群热衷
于公益又有创造力的年轻人
来到这里。当时的罗炯钢还不
知道，他们将给园子带来怎样
的改变。

单 秋 香 是 这 群 人 的“ 老
大”。作为湖南三圆惟度品牌
整合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她带
头在公司内部成立了天元区
蒲公英志愿者联合会。为罗炯
钢量身打造的“炯钢葡萄”品
牌，是志愿者们拿出的第一件
满意作品。

接到方案后，罗炯钢显得
很惊讶，“都不敢相信有这样
的好事。”考虑到罗炯钢走路
不便，志愿者们还手绘了地图
导航，帮助顾客自助购物。

通过实地探访、注册商标、
设计品牌 logo、进行产品包装

定位等，志愿者们打造出“励志
创业品牌一帮一”炯钢葡萄，并
在葡萄成熟的季节，成功策划了
线上志愿直播带货活动。这些都
是他们擅长的工作，唯一不同的
是，这次是免费的。

去年 8 月 8 日，是罗炯钢
这 10 年来第一次到市区。同
时，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以直
播的形式销售葡萄。一个小时
内，直播获得 2000人次观看，
现场销售下单 200斤，金额近
3000元。

通过品牌影响力的带动，
葡萄在上市一个多月后售罄，
比往年缩短了近两个月。葡萄
园主人罗炯钢的创业故事，也
在天元区群丰镇乃至整个株
洲广为人知。

“来群丰镇的人，都说要
来炯钢葡萄走一走，看一看。”
罗炯钢笑着说。

今年 3 月 10 日，“炯钢葡
萄”项目还被评为 2020 年度
株洲高新区（天元区）十佳志
愿服务品牌项目。这对单秋香
及团队来说，是一种肯定与鼓
舞。他们计划每年精心设计一
个案例，“做一个，就要真正帮
到一个。”

今年的帮扶对象还未选
定，如有类似的励志创业者亟
须帮助，请联系湖南三圆惟度
品牌整合有限公司马亚茹女
士（联系电话：15573320582）

“炯钢葡萄”品牌设计
打造公益助农新路径

“报名”“报名+1”……3月
6 日晚，湖南工业大学大三学
生孔若冰的手机微信群中，不
断跳跃着报名信息。这是她第
13 次组织参加关爱流浪猫狗
志愿者服务活动。

“大二那年，我迷恋上观
看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系列纪
录片。动物的弱小无助、猎杀
和幸存往往在于人类一念之
间，我便萌发了做志愿服务的
念头。”2020 年 10 月，孔若冰
在学校 QQ 表白墙上发表《告
知书》：寻找爱猫、爱狗的“道
友”，却没曾想组建起了一个
志愿者服务团队的微信群。

“微信群没有固定管理模
式。群主一声号令，大伙便自
愿报名。”大二学生李渊东介
绍，截至目前，群主孔若冰组
织的志愿者活动规模已从最
初的 2、3人，扩展至 15人。

“ 志 愿 服 务 的 地 点 离 校
远、任务重，环境脏乱差，一些
小伙伴选择默默退群，但入群
的人也开始增多。”孔若冰介
绍，截至目前，群里已有 288
名小动物保护志愿者。

“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
辈子做好事。”在市小动物保
护协会基地工作人员薇薇看
来，看似柔弱的孔若冰给了她
惊喜。

“00 后”也自有自己戏谑
的语言体系。孔若冰说，“即便
活动途中车辆抛锚了、迷路
了，大伙也会津津乐道，空气
中永远是欢乐的味道。”

今 年 ，孔 若 冰 计 划 组 建
“00 后”的小动物保护志愿者
服务联盟 ，名称就叫——角
落动物派队。她说，“要用属
于‘00 后’的微薄力量去改变
世界。”

“00后”志愿者孔若冰：
“角落动物派队”的守护者

“成建制”发展，热捧“互联网+”……

株洲青年群体做公益
透着这些新气象

在中国高速发展的
社会图景中，“80后”“90
后”甚至“00 后”的成长
一直伴随着“叛逆”“前
卫”的标签，功利、自私、
冷漠曾被用来形容他们。

事实上，在株洲，青
年人正以蓬勃之姿，渐渐
成为这个文明城市志愿
服务的“生力军”。而这群
青年志愿者在践行新时
代“雷锋精神”时，不再只
是简单地捐款捐物，而是
“成建制”发展，搭上“互
联网+”快车，让志愿服务
从“数量”向“质量”迈进。

3月 12日上午，29岁的李荣凯
像往常一样来到荷塘区慈善超市。
老式收音机、磁带、旧风扇、搪瓷盆
子、龙牌酱油……他带着自闭症青
年蔚蔚、笑笑，忙着布置店铺，摆放
货品。再过不久，这个名叫“幸福商
店”的慈善超市将对外营业。

除了主打复古元素，这家慈善
超市还有个特色：售货员将由几名
自闭症青年担任。

李荣凯是荷塘区青年志愿者
协会理事长，而他更愿意别人称他
——志愿者。

时间回拨到 3 月 2 日。在天元
区建设家园小区，来自“福星关爱
团”的“00后”志愿者罗鑫一边陪独
居老人刘奶奶聊家常，一边帮她整

理房间。5年前，还在上中学的他便
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上门慰问孤寡老人，义务为贫
困生辅导功课……如今在株洲，青
年志愿者不断涌现，自愿关爱他人
成了这个群体的“行为准则”。

“这些新时代的青年‘活雷锋’
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群体。”团市委
副书记陈亮介绍，据统计，目前全
市的青年志愿者突破 4 万人，且人
数逐年递增。

青年群体其实早已是志愿服
务的“生力军”。2 年前，腾讯公司
曾发布了一份《移动社交平台的
公益之心——公益人群洞察报告》
显示，公益人群中“90 后”的占比
最高。

●全市有4万名青年“活雷锋”，成为志愿服务“生力军”

“学习雷锋好榜样……”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学
雷锋”不过是上街打扫卫生或是扶老人过马路。“做
好事”也仅仅是每年3月5日的一项固定“议程”。

而在 23岁株洲小伙子黄崟杰看来，“雷锋精神
不是一种光环，更不是固定时间的特定行为，而是
一种乐于付出的生活态度。”

黄崟杰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去年 1月 23 日，
回到株洲后不久，他得知武汉封城，心急如焚。解除
居家隔离后，他主动报名参与社区防疫。

去年2月19日，打听到武汉方舱医院急需志愿者
的消息后，他第一时间报名请战。在“逆行”的半个多月
里，他每天穿着防护服对往来人员测量体温，并引导物
资运输车停靠、帮忙卸货，常常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没有黄崟杰般的轰轰烈烈，23岁姑娘周鑫革则
更愿意认为：“学雷锋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为需要帮助

的人尽些绵薄之力，大家不会多说但会默默去做。”
周鑫革是云龙示范区龙头铺卫生院的药剂师。

去年 8月，她加入晓雷爱心工作室。很快，她所在的
志愿者团队接到一个求助：因患肾衰竭，83岁的陈
应芳老人需每周二、周六去市人民医院做血液透
析。由于家住市中心附近，加上新华桥封闭施工，老
人的出行极为不便。

“我可以送老人去医院。”在微信群看到求助信
息后，周鑫革立即报名接龙。从今年 2月起，她和其
他志愿者共接送陈应芳老人 94次。

与形形色色的志愿者打了多年交道，市文明办
文明二科副科长卢宇辉看到了一些变化：“相较于老
一辈，如今的青年志愿者在做公益时，不再只是简单
地捐款捐物，而是希望自己也能参与其中，并且倾向
于把时间、精力和资金投入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除了服务方式的不断丰富、延伸，如今，青年群
体在做公益时还有哪些特点？

透过李荣凯的故事，我们或许能窥见一二。
5年前，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后，李荣凯当选为

荷塘区茨菇塘街道长征社区主任。上任后不久，他
发现社区里竟有四五个自闭症儿童。这些被喻为

“星星的孩子”大多失学在家，无法独立生活，不愿
与外界接触，而他们的家庭也很困顿。

如何让这类特殊群体走出家门，融入社会？他
的脑海中蹦出了个念头：可以借助幸福荷塘·三社
联动这一平台，通过艺术疗育的形式，让智障儿童
掌握一门技艺，提高社交能力。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2017 年 7 月 1日，“彩虹
伞守护小雨人”艺术疗育项目出炉了，旨在为精智
障碍青少年（如自闭症、唐氏综合征等）提供免费艺
术疗育，开班之初仅有 4位学员。

经过近 4年时间的发展，如今，“彩虹伞守护小
雨人”艺术疗育项目已拥有 10 名老师（其中 6 人为
兼职），152名学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学员不仅来
自我市各县（市）区，年龄也从 7岁跨越到 45岁。

“与过去的零星分散、临时突击不同，如今，我
们在做志愿服务时会追求专业化、精细化，‘成建
制’发展。一般都是先建立专业组织、稳定队伍，再
形成项目，引入基金等。”李荣凯说，这些年，他陆续
帮助不少青年志愿者建立专业组织，孵化项目，并
指导他们参加项目路演，向政府或社会争取运营基
金等。在他看来，只有不断细化的服务，才能让不同
困难群体“各取所需”。

数据见时效。目前，株洲市青年志愿者协会依托我
市各级共青团组织，建立了260余支青年志愿者服务
队，这些拥有不同专业技能的志愿者队伍按需求配置
资源、精准对接，让志愿服务由“数量”向“质量”迈进。

●不再单纯地捐款捐物，而是投入时间、精力

●“成建制”发展，让志愿服务由“数量”向“质量”迈进

●搭上“互联网+”快车，打破多元壁垒

李 荣 凯 正 在 荷 塘
区慈善超市整理货柜。

陈俞汐 摄

罗炯钢和蒲公罗炯钢和蒲公
英志愿者联合会的英志愿者联合会的
部分成员合影部分成员合影。。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孔若冰和救
治的狗狗合影。

（受访者供图）

▶汤啸天将
爱心物资送到贫
困户家中。

廖智勇 摄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