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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3日晚，当广州塔、广州圆等地

标性建筑纷纷滚动着“携手做慈善 传

播真善美”“粤慈善 粤快乐”“善城广

州”“人人慈善为人人”等慈善宣传标语

时，何丽华在自己的视频号里连续发了

四条动态，全都跟这次亮灯仪式有关。

亮灯仪式是今年“羊城慈善月”系

列活动之一。作为广州市慈善服务中

心宣传和信息部部长的何丽华，在“羊

城慈善月”活动中主要负责该中心有关

宣传工作。

读会计出身的她曾到过银行、国

企、外企任职，2010年成为一名民政人。

很多人都说广州市是一座富有“人

情味”的城市，在何丽华看来善意是需

要激发与传播的。“广州人拥有济世为

怀的精神，在星斗市民的心中，是有慈

善的底蕴和根基在里面的。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去激发它，像催化

剂一样，在善心的基础上把它变成善行。”

为了激发善意，何丽华才会“刷屏

式”地去发视频号，“无论是慈善也好别

的也好，都有从 0—1的过程，虽然目前

来说我个人的力量仅限于浏览量 1000
次，但总能覆盖到一部分的人，更何况

慈善标语在我们的地标上发出的亮光

这么璀璨……”

最美基层民政人

她说，“我希望我哪怕发一点点微光，但是总是亮了光，能给别人的生活里面加一点暖、加一点甜。”他则说，
“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民政工作者，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冲，能够尽一份力是自己的使命也
是自己最大的光荣。”他们以为民爱民为安身立命之本，他们用实际行动为广州建设“慈善之城”添砖加瓦。

善城广州的“善行者”

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宣传和信息部部长何丽华：

愿为一盏灯 温暖一座城

广州的夏季，台风总是不期而至。

雨水激溅着货车驾驶室的挡风玻璃，施

展着“无影脚”的雨刮器被密集的雨点

打得毫无反击之力，王红锋望向马路上

无数不堪折的树木，心想着：这下子又

得绕道了。

2018年 9月，超强台风“山竹”吹袭

广东，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站内

全部员工均要留守待命，王红锋自然没

有例外。回忆起当时场景，王红锋记忆

犹新，“当时捐赠工作站要支援黄埔和

南沙区两个受台风影响较为严重的区，

我们收到的消息是说马上筹备提供数

千名群众的临时庇护物资。”

下午接到指令筹集罐头、矿泉水、凉

席、蚊帐等物资，所有物资准备好时已到

了晚上九点。罐头、泡面等食物采购了

就立即送过去，但凉席、蚊帐等生活用品

都是放在捐赠工作站仓库里。“外面狂风

暴雨，根本找不到装卸工。”王红锋说当

时和同事撸起袖子上阵进行搬运。为了

确保物资运送到位，等物资装上车王红

锋和同事还要负责跟车送到指定地点，

“路上好多树连根拔起，路自然跟着封

了。我跟的那台车是到番禺一个体育馆

的，原本到那里只有个把小时车程，硬生

生被台风拖到后半夜才到达。”

2019年，王红锋正式担任捐赠工作

站的办公室主任。除了接收捐赠归属业

务部门负责，其余全交由王红锋所属的部

门，政工、后勤、生活服务诸多杂务揽于一

身，处理起来就是有三头六臂都不够用，

因而加班成为他的工作常态。“早上提早1
个小时上班，晚上推迟半个小时下班，”王

红锋提到，除了有一次给女儿开家长会请

过半天假以外，近几年没有休过假。

广州市接收社会捐赠工作站办公室主任王红锋：

身无“三头六臂”守一颗为民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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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何丽华是“拼命三娘”。作

为市慈善服务中心宣传和信息部的“掌

舵手”，她全身心投入抗疫社会捐赠、社

区慈善、慈善医疗救助、微心愿等慈善

项目的策划、宣传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市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慈善事

业的重要决策部署，全面贯彻《慈善法》

对慈善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充分发挥慈

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作用，在开

展“羊城慈善为民”行动的基础上，把创

建全国“慈善之城”写入市政府工作报

告，将创建“慈善之城”纳入广州城市整

体发展战略，以“慈善为民”为核心，围绕

“人人慈善为人人”的理念，积极探索城

市慈善发展体制机制和路径模式。十年

来，广州通过“广东扶贫济困日”暨“羊城

慈善为民”行动共筹集款物超过 40 亿

元，慈善捐赠和慈善活动的年增长率均

超过 10%，慈善信息公开达标率 100%，

成立 176 个社区慈善（志愿服务）工作

站、实现社区慈善（志愿服务）工作站镇

（街）100%全覆盖，全市注册志愿者 431
万人、志愿者数量居全省第一；全市共有

慈善组织238个，创建慈善空间970个；

设立社区慈善基金 475 个，筹集善款

4720.35万元，备案慈善信托21单，受托

财产总规模5390.01万元。同时，不断深

化“慈善+社工+志愿服务”融合发展，打

造品牌慈善项目，承办首届中国善城大

会，设立“羊城慈善月”等。“羊城慈善为

民行动”项目、慈善医疗救助项目分别荣

获 2018年第十届、2021年第十一届“中

华慈善奖”，推荐的多个慈善项目和企业

分获“中华慈善奖”、“中华慈善品牌项

目”和广东省红棉杯奖项，全市人人慈善

为人人氛围更加浓厚。

“作为慈善事业里边小小的一员，

我希望我哪怕发一点点微光，也总是亮

了光，也能给他人的生活添加一点点

暖、一点点甜。”何丽华说。

“从善心到善行需要催化激发”

“为民慈善是份大事业”

王红锋脱下军装已多年，但至今却

一直辗转在不同的“战场”上。

面对新冠防控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王红锋勇上一线，经常利用休息时

间协助居住地社区抗疫，主动报名参加

所在社区疫情防控突击队，穿上一身

“红马甲”，参与社区人员排查摸底、卡

口值守、核酸检测、宣传引导、疫苗接种

等相关工作。

今年4月，当本土疫情出现反复时，

作为市民政局疫情防控突击队队员的

王红锋，又主动请缨，支援荔湾区多宝

街道莲塘社区，协助社区布置检测场

地、搬送物资、维持现场秩序、协助居民

核酸检测码扫描、健康码核查、帮扶高

龄及行动不便长者核酸检测……一心

扑在战“疫”一线，连即将参加中考的女

儿也无暇照顾，但王红锋说，“以前我是

军人，我不上谁上。现在我是党员，我

不上谁上，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有时疫情防控任务完成后，王红锋

还兼顾单位夜班值守、文件办理等工

作，没有时间回家就在单位过夜，经常

十几个小时连轴转。

王红锋说，“政府发动，党员带头，百

姓参与，每个人干好自己的事情，事情自

然就办妥了。而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

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民政工作者，哪里需

要，就应当往哪里冲，能够尽一份力是自

己的使命也是自己最大的光荣。”

杂务加之一身，“早到迟退”成常态

绿装换“红装”战“疫”见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