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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经常出现于全县各个偏远的村庄，
在田间地头、村口巷尾、村民家中奔波着、忙碌着。

平凡、普通，来自各行各业，是他们的“标签”；
暖心、热心，不间断服务百姓，是他们的践行；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云善共富”暖心团。

组团帮扶，暖心服务有力量

雾溪畲族乡水竹垟自然村，依然而建，距云和县城 20 多公里。
78岁的柳金德是村里的独居老人。因地理位置偏远，附近的村庄都
没有理发店。每次理发，老人需前往县城，一来一回得花上一天时
间。为此，柳金德和村里的老人们一样，常常几个月才理上一次发；

石塘镇叶村坪村，海拔 600多米。今年 80岁的蓝时进，患有高
血压。因为出行不便，每个月他女儿都要从县城买好药送回村里。
有时遇到工作忙没有及时送回，老人就会缺药；

……
生病买药、购买生活物资、修剪头发，这些在大多数人眼里微不

足道的小事，对柳金德、蓝大爷这些偏远山村的村民，尤其是“一老
一小一弱”特殊群体来说，却是生活难题。

如何帮助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低保、低边家庭解决
困难，为他们提供更加便捷、暖心的服务？

今年 5月，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云和县民政局以党建为统
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成立了由 1个服务总团、6支服务联队、15个
专业服务团组成的“云善共富”暖心团。按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社会力量”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4000余名身份不同的志愿者
加入帮扶队伍。

张岳林是一名新云和人，也是“云善共富”暖心团的一员。2005
年，厂里的一次庆典礼炮给了他从事志愿服务的灵感。“以前逢年过
节，厂里都会鸣放礼炮庆祝。这些礼炮，便宜的几十元一个，贵的要
上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何不把这笔钱拿去帮助山区的贫困群众
呢？”从此，张岳林与妻子刘向红走上了志愿服务的漫漫暖心路，并
成立“景云爱心团”，足迹遍布云和的山乡农村。从夫妻二人到现
在，“景云爱心团”目前已经壮大到 80多人。今年 5月，在县民政局
的邀请下，张岳林与“景云爱心团”的队员们第一时间加入了“云善
共富”暖心团。“来到‘大家庭’后，志愿服务的开展可以更加全面系
统、有组织，何乐而不为？”对于组团帮扶，他觉得意义更大了。

“云和社会组织存在规模小、服务能力不足、不够精准、缺乏‘自
我造血’功能等问题。探索实施党建统领的‘云善共富’暖心团，不
仅充分整合了前期的社会公益力量，还进一步整合了企事业单位资
金、资源优势，实现了公益服务资源的有效集成，促进了社会组织发
展模式的转变。”云和县民政局副局长吴巧红表示，部门资金整合、
服务集成开展，减少了资源、人员浪费，服务力量不再散而小，公益
服务也能长效化。

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半年多时间来，“云善共富”暖心团的
4000多名志愿者用实际行动兑现着“只要你们有需要，我们随时都
来”的温暖承诺。

按需点单，暖心服务有温度

12 月 3 日，冬雨绵绵。距云和县城 40 多公里的崇头镇张家地
村，气温降至-5℃。

虽然天气寒冷，但这天一大早，村里已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
象。在村里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村民们有序排队，等待免费理发、
修剪指甲、免费拍照……热闹得像是过大年。

时间回到几天前——
村中的老人们向村干部提出，临近年关，能否邀请志愿者上门

一趟，为大家免费理发。村党支部书记罗庆锋第一时间拨通了“云
善共富”暖心团里的“益剪有爱团”负责人的电话，并约定好上门服
务时间。

“个个手艺都很好，自从有了他们，我们很多时候不用再赶到县
城理发了。”今年 74岁的叶盛昌老人说，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享受免费
上门理发服务。因为张家地村距离县城远，村民出行非常不便，服
务团的志愿者上门服务，大大满足了留守老人们的日常需求。

“老人家，把头往左边转一点，眼睛看我这里。”咔嚓咔嚓……在
阵阵相机快门声中，一张张和蔼可亲的笑脸被逐一拍下。11 月 23
日，云善共富“山区助老暖心团”的摄影爱好者们来到石塘镇金村村
南坑自然村，用手中的相机为村里 60岁以上老人免费拍照。在一个
下午的时间里，摄影师们耐心引导老人们摆好姿态、打理发型和着
装，让他们保持微笑，定格老人们美好的夕阳时光。

在暖心团志愿者潘庭聪眼里，很多偏远山村的老人们一辈子都
没有一张像样的照片，能够为老人们拍一张照，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事。

代购代销，暖心服务有盼头

12月 2日下午，“云善共富”暖心团志愿者饶西平开着自己的“流
动供销致富车”缓缓驶入紧水滩镇田铺村。此时，几位村民早已等
在村口，迎接饶西平的到来。

车子停稳后，饶西平一阵忙碌：“这是你要的大米”“这瓶油是你们
家的”……拿到志愿者帮忙代购的生活物品后，村民李英连连竖起大
拇指：“不用自己进城，也可以很快买到生活物资，真是太方便了！”

李英口中说的不用自己进城便可以买到生活物资，得益于“云
善共富”暖心团开展的代购服务。为解决偏远山区群众生产资料匮
乏、购物不便、农民自产剩余农副产品无处销售等问题，“云善共富”
暖心团专门成立了一支“三助”公益服务车队，为山区留守村民提供
代办、代送、代购等公益服务。

除了“三助”公益服务车队，“云善共富”暖心团还成立了“流动
供销致富团”。崇头镇大湾村是云和县最偏远的村庄之一，从村里
到县城，每周只有两趟公交巴士。在“流动供销致富团”志愿者们的
帮助下，数十位村民种植的土豆、西红柿等蔬菜在家门口就被“代
销”进城。“把吃不完的菜拿来卖，每次都能挣到一点钱，我们可知足
了！”村民杨作青说。

为打通农产品进城销售的渠道，云和还设立多个直销点，让采
购与销售无缝对接。位于云和县仙宫大道的“浙丽销”农产品进城
直销点，自开业以来一直是市民们争相前往的农产品采购点。“‘山
货’纯天然、无污染，备受市民青睐，经常供不应求。”直销点负责人
李兰根说，自己每隔一天就要到村里收购果蔬，平均每天销售额
5000余元。

“现在，即便父母独自住在村里，我们也放心多了。”在云和县城
工作的刘晓燕表示，自从有了暖心团的志愿者，自己不仅可以在县
城吃到父亲种的新鲜蔬菜，也能第一时间把自己买的东西带给村里
的长辈，非常暖心。

从今年 5月至今，“云善共富”暖心团提供医疗服务、文艺演出、
政策宣讲、农技培训、婚姻辅导、照护陪护、心理关爱等 100余项服务
内容，赴偏远山村开展文艺演出、政策宣讲、家政服务、义诊义剪，代
购代卖等多种活动，服务 10万余人次。

组团帮扶，按需点单，代购代销……“云善共富”暖心团的志愿者
们，化作一缕缕微光，照亮云和的偏远山村，温暖着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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