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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相继迎来“学雷锋纪念日”和“国际劳动妇女节”。在常州经开区，有一群活跃的巾帼志愿者，她们奔波的身影穿梭在田间地头、城市街巷，连绵不
绝的向上、向美、向善之举犹如向阳花一般绽放在各个角落、温暖着人们。

记者走访了几位志愿者代表，她们在敬老爱老、助残帮困、环境保护、关爱留守儿童等志愿服务中展现了雷锋精神，也展示了新时代女性积极助人、弘
扬美德、传播正能量的风采。 本报记者 刘懿 孙婕 李垚 何奕欣 实习生 黄子樱 通讯员 蒋雯 王羽柔 摄影 姚晗

巾帼志愿 向阳花开

□本报记者 何奕欣 孙婕

2月27日送走参观的社会团体，
胡世明琢磨起今年的追“锋”路，“打算
6月一路骑行到四川，见见雷锋第一任
班长的亲属，再去瞧瞧我曾经帮助过
的吉云云。”尽管佝偻着腰，谈起追“偶
像”雷锋这件事，年逾古稀的胡世明十
分笃定，“我愿意一直做雷锋精神的火
种，只要体力够，我要骑行到80岁！”

日前，胡世明获评江苏“最美志愿
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骑行万里，追
寻雷锋足迹、收集雷锋藏品、传播雷锋
故事、践行雷锋精神，把助人为乐变为
使命，从“雷锋迷”活成了“雷锋样”。

春节前，胡世明把雷锋展品搬到
花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2楼，为了更
好地陈列展品，胡世明在展室内打了
地铺，没日没夜地设计陈列方式，连过
年也没有回家。“这周有几个学校联系
来参观。”胡世明说，他精心设计了一
些互动问答，还准备了雷锋主题徽章
作为互动小礼物。

记者看到，在展柜的一角，摆放着
一本画册。画册的每一页上，都是中
国当代青年油画家杨雯钧手绘的一幅
雷锋画像。据胡世明介绍，当年他去找
杨雯钧，是想让她帮忙画一幅关于雷锋
的油画。杨雯钧被胡世明追寻雷锋精

神的执著所打动，对雷锋精神产生了好
奇，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和书籍，创作了
这些作品。“这本画册的每一页都是有灵
魂的，都是她对雷锋精神的感受。每一次
翻阅我都深受感动。”胡世明表示。

胡世明出生于工人家庭，父亲是戚
机厂的技术员，胸怀坦荡、乐于助人。尽
管自家有5个孩子，生活也很不易，母亲
仍常常接济生活困难的邻居，帮邻居照

料孩子。“母亲教给了我成长第一课。”胡
世明说。

1968年，15岁的胡世明进入戚墅
堰铁路中学，正值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学
雷锋活动，胡世明既勤奋又乐于助人，开
学第一天就被推选为班长。他给自己设
计雕刻了一枚特殊的印章：一面是“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另一面是“为人民服
务”。每年领到新书和本子，他都认真地

钤上这枚印章，从那时起，他开始收集有
关雷锋的各种资料、追寻雷锋足迹。

寒来暑往，55年来，邮票、像章、塑
像、火花、书籍、画册、水杯……凡是跟雷
锋相关的，只要进入视野，胡世明都不会
放过。平时，他最喜欢逛收藏品市场，一
看到有关雷锋的物品就会买下来。“这个
雷锋铜像，是去年‘五一’买的，为了省钱
买它，我睡了八天马路。这个刻着雷锋
像的笔筒，是昨天刚买的。最美志愿者
奖励的三千元，我全部用来买了这叠邮
票。”对这些藏品，胡世明如数家珍。

因为精力与财力都花在了收藏上，
胡世明已经很多年没有为自己添置过新
衣物了，衣服鞋子不是亲戚朋友送的，就
是从二手市场买回来的。他的手机经常
处于欠费停机状态，妻子有要紧事情找
他打不通电话，就知道他又没话费了，只
好先帮他充值才能联系上。

“虽然条件艰苦，但一路行走，一路
正能量。”胡世明回忆，有次骑车路过水
果摊，摊主执意要送给他几个苹果；一次
车子坏了，路边修车的大爷免费帮他修
车；招待所的老板被他的执著感动，不肯
收他的食宿钱。2013年，在安徽宣城，
一组大学生骑行队看到胡世明的“雷锋”
车，好奇地追了他50公里，听了胡世明
的分享很受触动，拿出帐篷给胡世明住，
和他同路半个月，共同宣传雷锋精神。

“我心目中的雷锋精神就是要时
时讲、天天讲，让每一天都变成3月 5
日学雷锋日，让身边的人们尤其是孩
子们时常听到雷锋、想起雷锋、学习雷
锋，把雷锋精神代代相传。”忠诚、热
情、奉献、坚持……胡世明以大半辈子
的言行诠释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
精神永不过时”。

55年来，他收藏雷锋藏品、宣传雷锋故事——

追“锋”长者胡世明 □本报记者 孙婕 邓燕茹

“啊呀！我居然骨密度-2.5，已经
属于骨质疏松了。”3月3日上午，在
潞城街道曙兴社区“暖新”网格直通
站内，骨密度测试结果让高女士惊讶
不已。当天潞城街道健康直通车

“开”进了网格站，医护人员为居民量
血压、测血糖和骨密度等，并进行健
康宣讲。

今年32岁的高女士生活规律，很
少生病，一直觉得自己很健康，没想
到测试结果来了“反转”。常州经开
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
生、曙兴社区家庭医生团队长顾翔
开出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处方，并
告知其定期检查，加强食补，补充钙片
和维生素，若出现腿抽筋、腰背痛等缺
钙症状，需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治疗。

顾翔告诉记者，当天检测的人群
中有60%的人骨质流失，有的已经严
重骨质疏松。

“顾医生，听了你的话，现在我血
压还可以，老头子的上压也下来了，这
下压该怎么办？”王杏凤、徐龙兴是夫
妻，两人都有高血压病史，都是顾翔的
随访对象，半年前丈夫徐龙兴体检中
显示上压200、下压110，在顾翔的建
议下调整饮食、戒烟限酒。“我现在每
天快走30分钟，半年时间，上压降下

来了，但下压浮动不大。”徐龙兴对自
己的变化还算满意，但想进一步控制
血压。最终顾翔给出转诊至专科就诊
的意见。

记者注意到，有的居民随身带着
医疗册认真记录医生的医嘱，有的却
不以为然，连检测情况都没看仔细就
离开了。“这种情况有普遍性，这也是
我们开展健康直通车进网格活动的
原因。活动一是集结辖区所有医疗
资源全参与，健康服务更便民；二是
在居民中建立健康小组，相互帮助，
相互监督。”潞城街道分管社会事业
负责人蒋诚说。

3月1日起，潞城街道建立起一
“潞”健康联盟，通过健康直通车联达
社区网格、健康服务队联动医疗资源、
健康“辅导员”联通家庭医生、健康帮
帮团联接左邻右里，让“专家跑”代替

“居民跑”，打通群众看病就医最后一
公里。目前健康直通车覆盖潞城街道
五个社区6个网格直通站，常态化开
展高血压、糖尿病常规体检，慢病高危
人群监测，心脑血管、肿瘤以及慢阻肺
病人随访及常见疾病咨询服务，每月
9日还将巡回开展特色服务。来自常
州经开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辖
区专业医疗机构的人员组成医疗志愿
者团队，针对“一老一小”和慢病患者
开展精准健康科普宣传教育，助力居
民健康管理。

“健康直通车”进网格

“医生跑”代替“居民跑”

本报讯（何奕欣 陈洋 岳轶凡）
2月29日，在第25个“全国爱耳日”到
来之际，常州经开区残联联合区聋人
协会开展“‘学听跟’专项活动暨关怀
于‘耳’听见经开‘新声’”活动，邀请
21位听障人士参观天虹大明1921创
意园和常州经开区文化活动中心。

天虹大明1921创意园集纺织服装
研发设计、文创、科普、培训、旅游等于
一体，探索“工业+文旅”新模式。在志
愿者的带领下，听障人士们深入了解以
刘国钧、查济民为代表的老一辈实业家
艰辛的创业史，感受龙城纺织工业的沧
桑巨变，体会“历史”与“现代”的碰撞交
融。一路上，他们用手语交流讨论、用
照片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

常州经开区文化活动中心于去年
10月落成，是全市“532”重点文旅项
目，集全民阅读、展览演出、培训交流、
研究创作等功能于一体。听障人士参
观了图书馆、文化馆、多功能厅等地，
体验了新科技带来的便利文化服务。
随后，他们一起参与了手绘帆布包活
动，用手中的画笔和颜料绘制经开区

“网红”新地标。
以本次爱耳日活动为契机，常州

经开区残联将持续打造“同心同行 描
绘美好经开”助残品牌形象，倡导大家
科学用耳，同时帮助更多听障人士接
触社会、融入社会，进一步营造扶残助
残的良好社会氛围，提升残疾人获得
感、幸福感。

关怀于“耳”听见“新声”

本报讯（孙婕 夏晨希 孙盈盈）
“3、2、1……”3月2日，在全场观众的
倒数声中，“东方风来 文化经开”
2024年常州经开区五一村“村晚”文
艺演出开场，带来一场春天的文化盛
宴。

这场演出是江苏省春节“村晚”示
范点展示活动之一，由文化和旅游部
公共服务司、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
文化发展中心、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主
办，常州经开区文化馆承办。所有节
目均是常州经开区惠民巡演中的精
品。其中歌伴舞《我到了经开了》《经
开新时代》、快板《经开礼赞》均为原创
节目。

几曲山歌，几句乡音，几段舞蹈，
一个个“草根节目”由百姓自编自导、
自排自演；演身边人，话身边事，唱新
生活，一声声方言饱含了乡风乡味、乡
情乡愁，一张张幸福笑脸传递出新时
代乡村全面振兴的蓬勃气象。

黄小君是江南集团的职工，此次
承担《我到了经开了》主唱，直到上台
前半小时，她还在和舞蹈演员合排细
节。“第一次通过直播面向全国观众表
演，我想把产业工人的活力传递出
去。”

《响彻云霄》旗袍秀表演现场，伴
随着悠扬婉转的旋律，10多名身着演
出服的妇女撑开一把把红扇，在鼓点
声中展英姿……

市民赵可举起手机记录下妻子表
演节目时的优雅姿态。他的妻子叫陈

菊，大半辈子在家操持家务。赵可印
象中多是妻子系着围裙做饭的样子，

“这几年经常见她练舞，但没想到跳得
这么专业。”

“跳得专业，全靠专业的人教。”演
完节目的陈菊来到丈夫身边，眉开眼
笑地告诉记者，“选定节目后，村里与
区文化馆联系，给我们派来了舞蹈老
师，帮我们一点一点地调整手势和体
态。”

节目换场，舞蹈演员踏上红毯，大
荧屏切换画面，环绕立体声响起，光影
交错间，舞者步伐轻盈、舞姿翩跹。《经
开新时代》将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文
艺爱好者们汇聚一堂，用嘹亮的歌声、
多彩的舞姿、美妙的旋律秀出新时代
的文化自信、经开魅力。据了解这是
整场演出中演员最多的一个节目，有
老中少三组演员近50人。

“编排过程中，人员调度以及与道
具的配合都需要丝丝入扣，要呈现民
风民情和人文底蕴。”作为艺术指导，
常州经开区文化馆负责人孙盈盈说，

“这次‘村晚’，群众是主角，老百姓找
到了展示自我的舞台。”

据悉，第二天还有越剧展演，选取
的是群众呼声最高的《王老虎抢亲》。

近年来，“经开有yue·你我同行”
经开区戏曲下乡惠民巡演、区优秀群
众文化惠民巡演、“新声代、Yi起来”
常州经开区市民文化乐享季、“我要上
村晚”选拔赛、区群众文化原创作品大
赛等活动精彩纷呈，让百姓看不够、乐
不够。

热辣“村晚”“民星”闪耀

“今天争取多做点，多赚点钱买新
衣服。”2月27日，走进潞城社区睦邻中
心的馨宇残疾人之家，14位“员工”有
说有笑，手上的活儿也一刻没停下。

馨宇残疾人之家致力于为残疾
人提供辅助性就业的机会，从零星
几人到吸纳14人来这里做手工活，
仅仅才半年。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
人——陶黎庆。

“她懂得这些特殊人群的需求，
也更能理解他们的感受。”残疾人之
家负责人汪竹介绍，陶黎庆是残疾人
之家的志愿者，为了让残疾的丈夫更
多接触社会，退休之后，陶黎庆主动
申请到残疾人之家做志愿服务。

去年11月馨宇接来了母婴用
品包装的单子，为了提高大家做工
的质量，陶黎庆去工厂学习，再来教

大家做工，担当起馨宇残疾人之家的
质量监督员。

陶黎庆告诉记者，别小看母婴用
品包装制作，其中包含了贴标、帽子翻
面、翻围兜等几十道工序，学完一道工
序，她就把制作数量、质量、手工要点
带回来，教给中心的员工们。“她经常
鼓励我们，手把手教我，告诉我慢慢来
不着急。”患有脊柱弯曲的潘红霞刚来
到这里时，一天只能做两三元钱的工，
在陶黎庆帮助下，如今贴标签、穿绳
子、叠小盒子，她样样都能熟练制作。

“从厂家直接获取订单，2—3天
做完一批。”汪竹告诉记者，做打包盒、
叠口水巾等都算工时费，2角到1元不
等，这些订单是陶黎庆一单一单比价、
协商跑出来的，为的就是让这里的“家
人们”有更多的收入。

在陶黎庆的细心指导下，大部分
残疾人的收入提升了40%，有的甚至
拿到了四位数工时费。

正聊着，临近中午，记者看到又一
批货来了，这次是包装出口的婴儿口
水巾。“用长的一端卷，这个位置要塞
进去外观才好看。”陶黎庆边示范边解
说，大家都围着她仔细观察学习。

原本要回家吃饭的潘祥娣主动申
请延时，继续学习。“以前我们打卡两小
时就回家了，现在大家都愿意留下来。有
陶大姐的帮助，我们既增加收入，也交到
朋友，有挺开心的。”二十多岁时，潘祥娣
因工伤造成肢体残疾没了工作，此后未
能找到匹配的工作，如今在这里做工，潘
祥娣重新获得了自我价值感。

看着大家埋头认真工作的样子，
陶黎庆说：“我也找到了我的价值。”

为残障人士插上创业翅膀

“您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这
是最新的个体户税收优惠政策，我给
您介绍一下。”3月3日，葛湘玲在办
事大厅耐心接待络绎不绝的办事群
众。自2017年以来，她一直工作在纳
服一线，遇到的每一个纳税人，她都
将心比心、将对方当作家人。

葛湘玲是常州经开区区税务局
纳税服务股副股长，也是办税服务厅
党员责任区的负责人，不久前获评第
九批“常州市岗位学雷锋标兵”。

办税服务厅是服务纳税人的最
前沿，也是志愿服务的主阵地。为了
做好服务，葛湘玲积极利用业余时
间提升业务能力，在“常税通”App
与本区有关的25个税企交流群里
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为了让纳税人有更好的税费服务
体验，葛湘玲曾多次邀请税收营商环
境评鉴师、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

“助企行动同心服务团”志愿者等前来
体验办税服务大厅服务流程，从纳税
人的角度为税费工作把脉问诊。“我们
持续推广智能办税，目前正在推广云
办税，希望通过多种渠道解决各环节
堵点，让纳税体验更流畅，提升纳税人
跟缴费人的获得感。”葛湘玲表示。

“感谢小葛的贴心服务和耐心讲
解，让我办理业务时觉得很温暖。”
2023年底，年近70岁的纳税人王国
元来到常州经开区税务局，将一面“真
诚服务 共筑诚信”的锦旗交到葛湘玲
手上。据王国元介绍，自己到办税服务
厅办理个人临商代开业务，因为年纪

大了，不太会操作，一时间犯了难。“不
要着急，您先跟我们讲讲要办什么业
务，我们会尽力帮您解决问题的。”在
耐心了解情况后，葛湘玲细心提供办
税指导，用真诚的服务态度换来了纳
税人的满意笑容。

葛湘玲还带领纳服团队青年志愿
者们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在“爱满
龙城—公务员‘三献’”活动的现场，有她
默默无言的奉献；在“一潞有你，生态有
我”植绿护绿活动中，有她全心浇灌的身
影；作为“鲁冰花妈妈”小分队的一员，她
通过走访慰问、日常陪护等方式对结对
儿童进行情感感怀、励志教育，促进他
们健康成长。“之后有机会，我也会在
助学、助困等公益活动中继续贡献自
己的力量。”葛湘玲告诉记者。

用“税务蓝”点亮“志愿红”

朝起邻里之间串门“嘘寒问暖”，
傍晚奔走于暮色中“排忧解难”，她坚
持扎根社区工作二十载，不辞辛劳，
从无抱怨。她就是社区邻里交口称赞
的贴心“管家”——戚墅堰街道站北
社区党总支书记曹玉、“家和”家事纠
纷调解工作室主任。

在站北社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
量非常多，老年人所占的比重很高。
让老年人更好地安享晚年是曹玉和
同事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土
生土长的戚墅堰人，曹玉有着广泛的
群众基础，成功为居民调解了各类矛
盾纠纷，尤其在调解家事纠纷方面有
着自己独特的经验。

2021年，社区一继母失手将孩
子打成重伤。该家暴事件发生后，工

作室和妇联紧密对接，并联系心理医
生定期上门为孩子开展心理辅导。帮
助该家庭申领政府补助，减轻因继母
无法工作产生的家庭经济压力，并为
孩子申请了援助基金。在曹玉的耐心
调解下，继母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家庭和睦，母女关系融洽，没有发生
矛盾升级。

曹玉不仅重视家事矛盾爆发时
的调解工作，也十分关注调解后当
事人的家庭存续关系，尤其重视无
人赡养的孤寡老人的养老状况，创
新了群众监督、社区代管的“站家模
式”。

3年前，曹玉在调解智力残疾老
人居某离婚后的养老纠纷后，考虑到
老人的独居风险，协调老人的侄子进

行安置。但老人脾气古怪，不仅常乱
发脾气，还因受骗欠钱被债主上门讨
债，侄子一家不堪其扰。曹玉主动介
入，多次替老人讨要被骗钱财，处理
老人各种生活矛盾，切实守住了老人
的“钱袋子”。8年来，曹玉将老人的
每笔收支明细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账
本已经足足有字典那么厚，不仅为居
某还清了欠款，还存下了钱翻修房
屋、购置大家电、雇用保姆，让老人晚
年生活安心无忧。

以家事纠纷调解为切入口，发现
并切实解决孤寡老人的养老需求，这
种“站家模式”为站北社区内的孤寡
老人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赢得了居民
群众的良好口碑。在社区，曹玉被居
民尊称为“曹管家”。

调解达人“曹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