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8年年66月月1111日 星期一日 星期一 3视 点 责任编辑 /王京育 罗丁紫 张 蕾Tel：010-66720767 E-mail：zggfbsd@sina.com

记者手记

“这是驻军官兵订购鞋垫的善款；
这是社区家属捐赠的衣物、旧家具和电
器……”军嫂汪红维一边清点捐赠物
资，一边告诉记者，爱心从来不是孤单
的，在她们身后是一群人，是一个庞大
的爱心团队。

在记者采访期间，不时有人来到
“军嫂爱心小屋”捐赠，其中有耄耋老
人、公务员、企业家，也有普通市民。钱
有多有少、物有大有小、衣有新有旧，都
是爱心人士的一番善意，按他们的话说
就是想为需要帮助的人尽点力。张小
秋告诉记者，“军嫂爱心小屋”成立以
来，大家的捐赠热情始终不减，曾有一
天收到1吨多重的衣物。

“很多人想做公益，可是无法长久
坚持。还有些人想献爱心，却找不着门
路。”陆军第 79集团军某旅一名领导打
了个比方，“在扶贫济困过程中，众多好
心人就像一颗颗珍珠，而‘军嫂爱心小
屋’就好比是一根红线，把这些珍珠串

了起来，也把社会大爱串了起来，然后
把这串珍珠送给最需要的人。”

让军嫂们欣喜的是，“军嫂爱心小
屋”携手驻地市中心医院护理爱心团
队、“郭明义爱心团队”等公益组织，开
展的“绿丝带爱心传递”活动释放出的
正能量已产生连锁效应，驻地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等纷纷参与，
全市很多有条件、有爱心的家庭也通过
各种形式参与其中。

在“军嫂爱心小屋”的宣传板上，记
者看到一张招募志愿者的公告。军嫂
张巍介绍，除“军嫂爱心小屋”成员，已
在全国各地招募志愿者达 1000多人。

“大家传递好人温度，唤醒千万颗爱心，
点燃更多人的希望。”张巍感慨地说。

几年前，一名军嫂到云南旅行时与
导游何秀光结识，听说“军嫂爱心小屋”
的善举后，何秀光深受感动，也加入其
中，成为一名爱心志愿者。之后，在为
游客讲解时，何秀光一边介绍当地风

景、民俗，一边呼吁游客关注云南贫困
山区群众。

爱心可以星火燎原。辽宁朝阳市
的高艳华曾是一名受助对象。当初，高
艳华一家生活陷入绝境，正是“军嫂爱
心小屋”的帮助，他们才得以渡过难
关。后来，她主动提出在当地设立分
站。她对记者说：“‘军嫂爱心小屋’帮
助了我，我也要像漂流瓶一样，把这份
爱传递下去。”

独行快，众行远。9年来，“军嫂爱
心小屋”公益团队感人事迹先后被《全
国文明网》《辽宁日报》等媒体刊登，中
央电视台还作过专题报道。此外，她们
还被驻军部队评为“感动部队十大集
体”、被鞍山市妇女联合会授予“鞍山市
三八红旗集体”，军嫂张小秋先后获“辽
宁好人”“中国好人”“全国最美军嫂”等
诸多荣誉。

屋小容天下，爱心满神州。“军嫂爱
心小屋”的暖心行动仍在继续……

驻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纷纷参与，全国志愿者达1000多人

队伍壮大，点燃更多希望

一张废纸很薄很轻，却可以集腋成裘；一双鞋垫义卖2元，也能解燃眉之急；一件衣物虽旧，尚可遮风挡寒……
作为全国首家以军嫂为主体、自发组织的爱心公益团体，“军嫂爱心小屋”自成立以来，9年如一日接力长跑，以小物聚成大用、小爱汇成大善的行动诠释“爱重情浓”，她们的

捐助对象遍布全国各地，惠及上万个贫困家庭，截至目前，累计为社会捐赠物资及善款总价值超过100万元。
“军嫂爱心小屋”的成员大都是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的军嫂。前不久，这个公益团队被辽宁省妇女联合会评为“辽宁省优秀巾帼志愿服务团队”，团队负责人、军嫂张小秋被

评为“辽宁省优秀巾帼志愿者”。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军嫂爱心小屋”的美名在东北大地广为传颂。
日前，记者慕名来到“军嫂爱心小屋”采访，感悟小屋里满满的爱。 ——编 者

“慈善事业是一项社会性事业，作
为军嫂我们责无旁贷。”“军嫂爱心小
屋”公益团队负责人、军嫂张小秋告诉
记者，“军嫂爱心小屋”的成员中，既有
部队在职领导干部的母亲和妻子，也有
基层官兵和退伍军人的家属。

多年前，张小秋和另外一名军嫂偶
然得知两名贫困生冬天还穿单衣上学，
便立即赶到学校为孩子送去过冬棉衣、
书包和学习用品。

回来后，两人陷入深思：一些家庭的
旧衣物有的闲置、有的被丢弃，很可惜，而
一些贫困家庭却衣物紧缺。“募集旧物给
需要的人，同时又让捐物者有做好事的自
豪感，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创建“军嫂爱
心小屋”的想法在她们心中萌生。

开通“爱心”QQ群、建立贫困学生
名册、到贫困家庭走访……一番准备

后，2009年 9月，“军嫂爱心小屋”正式
成立，她们的口号是“环保与关爱，勤俭
与奉献”。

“小屋”成立之初，并不是“屋”，只
是一个借用的废弃车棚。军嫂们除了
自发捐款捐物外，还利用业余时间捡饮
料瓶、废纸箱，并用洗干净的旧衣物做
鞋垫卖钱，筹集善款。部队领导得知
后，特意在部队家属院腾出一间房，支
持“军嫂爱心小屋”的公益事业。

就在大家风风火火做慈善时，风言
风语也来了。有人说，就凭几个军嫂这
儿“扶一扶”，那儿“送一送”，弱势群体的
困难就会烟消云散？也有个别不知情的
人认为“军嫂爱心小屋”是冲着名利来的。

“再小的正数，比起零，都是无穷
大。”军嫂们认为，多帮一点，一个失学的
孩子就会重返校园；多做一些，可能中国

就会少一个贫困户。大家思想一致：不
怕风言风语，誓将慈善进行到底。

“丈夫和家人的理解，也是我动力
的源泉！”军嫂宋林的话，道出“小屋”军
嫂的心声。如今，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
支持下，“军嫂爱心小屋”从最初的两
人，发展至 71人，捐助活动也从最初捐
衣捐物发展到捐资助学、关注老兵和孤
寡老人及留守儿童、救灾物资筹集及发
放等多项活动。

前不久，当地政府文明办做过一次
初步统计：9年来，“军嫂爱心小屋”送物
资上门 170余次，邮寄包裹 800多件。
爱心不仅覆盖周边 40余个村镇的学
校、敬老院，捐助对象还遍布广西、云
南、青海等全国 14个省（区）。一名政
府机关工作人员感动地说：“这些数字
每天都在更新。”

爱的种子在广西、云南、青海等全国14个省（区）生根发芽

小屋虽小，却能遮风挡雨

一次意外失火，将当地马峰镇村民
张传军一家推向绝境。“军嫂爱心小屋”
的军嫂闻讯后，不仅送来被子和生活用
品，还帮忙协调申请低保。两个月后，
张传军一家搬进新房。

张传军的情况不是个例。家庭变
故、伤残、因病返贫、失业、孤寡老人、失
学儿童、特困户等群体，都是“军嫂爱心
小屋”关注和帮扶的对象。

随着“军嫂爱心小屋”辐射面越来
越广，越来越多的善行照亮了受助者的
心灵。但不容回避的是，个别情况下

“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也存在信息
不对称问题。

怎样整合优化慈善力量，对捐赠活
动精细管理，让爱心无缝对接？对此，

“军嫂爱心小屋”打破捐赠者和受助者
之间简单的对应关系，在全国重要地区
集中设立 14个分站、6个助学点、42个
捐赠点，确保帮扶“不撒胡椒面”。

家住抚顺市青源县的左淑清老人，
就是其中一个分站负责人。老人虽然
69岁了，但对全村每个受助家庭的情况
都一清二楚。她十分感叹地说：“每件

衣服都饱含爱心，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上
心里才安稳。”

岫岩县洋河镇湾沟小学共有 31名
学生，其中 21名学生是“留守儿童”，6
名学生来自残疾人家庭。“军嫂爱心小
屋”为学生建立资助档案，开展“一对
一”帮扶。如果哪位军嫂因特殊原因，
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进行帮扶，需要提
前报备交接。扶贫济困，不搞“半拉
子”工程，是“军嫂爱心小屋”一直坚持
的原则。

磊磊是“军嫂爱心小屋”成立至今
一直在帮助的孩子。多年前，磊磊母亲
去世，父亲正在服刑，孩子的生活十分
窘迫。

起初，军嫂们定时送去衣物和学习
用品，后来担心孩子受家庭状况影响产
生自卑心理，军嫂们就安排他参加军事
夏令营等活动，让他像其他孩子一样学
习、生活。9年来，在“军嫂爱心小屋”帮
助下，磊磊健康成长，他性格开朗，学习
成绩也不错。

穷不怕，就怕穷惯了；扶贫难，最难
在扶志。在长期扶贫济困中，军嫂们感

到，扶持贫困家庭，最终是要让他们学
会自己站立。

大王屯有一户人家，原先住的是一
间小草房，全家就靠一亩三分地过日
子。“军嫂爱心小屋”了解情况后，主动
和他家结成帮建对子。“军嫂爱心小屋”
分站的一名军嫂上门动员，寻思让夫妻
俩干点啥，哪知二人摇摇头：“整啥赔
啥，白搭！”

家徒四壁，没有技能，又没信心，怎
么帮扶？军嫂们没有放弃，多次上门做
工作。思想工作做通后，大家凑钱帮他
家支起暖棚，种上反季节葡萄。赚了
钱，日子有了盼头，夫妻俩感动地说：

“我们要尽快摘掉贫困帽子，否则愧对
人家的好心啊！”

光靠过年过节送些日用品只能解
一时之难。怎样才能让他们自立自强，
这是军嫂们一直思考的问题。今年，

“军嫂爱心小屋”实施“扶贫助学”新项
目，她们购买雏鸡和饲料送给贫困户，
由他们饲养，待雏鸡长大后，由签订合
作协议的养鸡场或饭店收购，达到“授
人以渔”的目的。

14个分站、6个助学点、42个捐赠点，重点对象受到重点帮扶

无缝对接，爱心持续传递

“军嫂爱心小屋”公益团队9年扶贫济困行动带给人们融融暖意—

屋 小 容 天 下 爱 心 满 神 州
■李 刚 王 宇 本报特约记者 赵 雷

我从来都没想到，“军嫂爱心小屋”
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如今回想起来，那一幕我仍然无法
忘却：寒冬腊月，两名贫困小学生竟然
还穿着单衣上学。赶到学校为孩子送
去过冬的棉衣和学习用品后，我便陷入
沉思，怎样才能帮到更多人呢？于是，
我联系几个要好的军嫂，提出组建公益
团队的想法，大家一拍即合。

一晃 9年过去，“军嫂爱心小屋”公
益团队逐渐成长壮大。这些年，“小屋”
携手社会各界爱心团队及爱心人士，开
展志愿服务，希望尽微薄之力，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

参加公益活动，让我们拥有帮助他
人的幸福感。我们采取“1+X”模式，即

“军嫂爱心小屋”的每个成员是“1”，多个
共建单位或志愿者为“X”，通过网络实
现资源整合，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爱
心互助行列。

“军嫂爱心小屋”公益活动越做越
大，我和团队成员都感到很欣慰，然而
社会上却有一些非议和误解，觉得我们
就是图个名挂个号。说实话，面对这些
我既委屈又心酸，有时候不禁问自己，
这么辛苦究竟是为什么？但是，每当看
到那么多贫困家庭和特困学生需要我
们帮助时，所有辛酸和委屈都被抛到脑
后。一次，我和“当代雷锋”郭明义交
流，他说的那句“有人觉得吃龙虾是享
受，我觉得帮助别人是享受，各有各的
乐趣”深深震撼了我。保持一颗平常
心，一如既往不忘初心，这就是我们“军
嫂爱心小屋”坚持走到今天的理由。

前不久，驻地一名作家了解到我们
“军嫂爱心小屋”事迹后，深受感动，特题
诗一首：“爱心也是星星火，星火燎原处
处燃。官母携孙拾废弃，军妻结友纳单
棉。分分善款风中炭，件件寒衣恙里
丹。屋小容承慈万种，情深达送暖千
般。”捧着诗作，我和团队成员百感交
集。社会上好人越多，就能带动更多人
做好事，我希望这能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郭 彪、许 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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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打在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
中，总有一种平凡，撼动我们的心扉。
采写“军嫂爱心小屋”公益团队9年扶贫
济困路时，温暖撞击着我的心房。

习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
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
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
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
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
下功夫。

9年坚守不容易。普通军嫂用一
颗真心，激发一群人的善举；用一簇
光，点亮远方更多的灯火。偶尔做一
件好事容易，但9年如一日做好事就不
得不让人心生敬意。

没 有 惊 天 动 地 ，只 有 一 点 一
滴。“军嫂爱心小屋”日常的善行，恰
似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着文明
的种子，引人向善。从平凡到不一
般，从静默无声到光彩璨然，这些普

通 军 嫂 展 现 了 自 我 ，也 打 动 了 世
人。爱心无需彰显，她们自带最美
光环。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
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是的，和你我身
边很多人一样，军嫂的善举带给我们感
动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
随着时代变迁，守望相助、温情友善的
主流价值追求仍深埋每个人心中。正
因如此，“军嫂爱心小屋”公益团队的爱
心之路才能激起军地共鸣。

平凡的好人，是时代的清流、国家
的财富。英国作家菲?贝利说：“不要光
赞美高耸的东西，平原和丘陵也一样不
朽。”我想，山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只
有我们人人都做平凡好人，“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才会蔚然成风，助推社
会迈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新境
界，国家跃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新高度。

平凡的人 火热的心

■赵 雷

蜜“军嫂爱心小屋”公益团队成员向捐助地邮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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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军嫂爱心小屋”公益团队成员到驻地学校走访慰问。

（本版照片均由许 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