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暑假

跋涉骑行，为公益骑
行的“破风少年”，只是羊城小

志愿者的一个剪影。炎炎暑假，广
州少年们用公益方式开启了各自不
同的精彩假期。

新快报记者观察到，这些小志愿者
之中，有不少“善二代”，他们跟随公益
达人的父母探访项目点，与服务对

象互动，在无形之中传承着公
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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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小志愿者们身影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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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蝴蝶”当家义卖
家长躲在暗处观察

7月 16日下午，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下

称“恤孤助学会”）“蝴蝶助学”的成人志愿者带着

“蝶二代”——长期跟着父母开展黔粤山区学校援

建义卖筹款的小志愿者，启动义拍义卖行动。

据活动发起人李泳仪介绍，“蝴蝶助学”是已持

续 17年的广州公益品牌，是一群热心公益的城市

白领助力贵州和广东山区的学校建设。这群都市

“蝴蝶”十数年如一日在山区调研探访、规划筹款、

跟进建设……不少人还带着子女参与助学，让孩子

跟在父母身后帮忙做事。

“6年前，‘蝴蝶助学’最小的志愿者才6岁。”李

泳仪笑着说，孵化公益“小蝴蝶”是第一代“蝴蝶”的

共识，如今首批“蝶二代”的大哥哥、大姐姐已升读

初中，他们又开始带领小学、幼儿园的低龄“小蝴

蝶”承担起义拍义卖任务及策划表演活动。

在当天义卖活动中，记者看到，40 多名“小蝴

蝶”身影活跃。他们带着各自摊位主打的工艺品、

零食等义卖产品，在场地四处游走，努力向围观市

民推销自己的货品，“这是义卖，所有赚到的钱都要

捐给山区的学校！”一名六七岁模样的女孩成功卖

出一件手工饰品，眉开眼笑地向买家讲述。

义卖现场火爆，但7岁的珊珊“生意”遇冷。“我

的手工麻薯卖了很久才卖出一包，还是靠‘卖萌’推

销出去的……”回到零食摊位，她眼泪汪汪地向

“大蝴蝶”红姨诉苦；而手工绒花摊位的三年级小

学生紫萌，在场地溜达了将近 1 小时，只卖出了 2
束绒花，“义卖也要讲技巧，真不容易呀！我还要

好好磨炼。”第一次参加义卖活动的她嘟起小嘴，

紧皱眉头。

孩子们的艰辛，都被从旁观察的摊位管理员甄

靖看在眼里。“受挫折是必然的，我们乐于看见孩子

们在挫折中动脑筋，促成长。”甄靖告诉新快报记

者，“蝴蝶助学”采取了恤孤助学会严格的志愿者培

训流程培训小志愿者。“我们的‘严’，是面对家长的

严。除了强调守时、负责，‘小蝴蝶’参与本次行动

一律采取‘去家长化’，往年是‘蝶一代’带着孩子做

任务，今年家长将孩子放到岗位上，就要忙自己的

任务。他们可以暗中观察，但不许掏钱‘帮衬’义

卖。孩子们遇到难题，可以和小志愿者团队共同讨

论，集思广益解决，或者请教摊位指导员。”

一名躲在暗处观察的志愿者家长发现，虽然

“帮衬”女儿的市民不多，但孩子每卖出一个义卖

品，都兴奋地回到摊位报喜。“那份迫切想帮助他人

的心，促使‘小蝴蝶’们屡败屡试。做善事收获快

乐，就愿意锻炼意志；通过结交新朋友，体验一群人

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凝聚团队精神，才是公益给孩

子们带去的最宝贵宝藏。”

短 短 一 个 下 午 ，义 拍 义 卖 共 筹 募 善 款

328162.26 元。据了解，这笔善款筹措不易，其中

“蝶二代”功不可没。

广州是慈善之城，像“蝴蝶助

学”的“小蝴蝶”一样，在父母言传

身教下主动走近公益担起任务的

小志愿者为数不少。

8岁的“善二代”梁宸浩跟着爸

爸梁海光出发前往云南大理的乡

村学校，探访广州捐赠的公益图书

馆。梁海光是资深公益人，据他介

绍，这是儿子上小学以来第一次

参与公益活动。希望此行的所见

所闻，在孩子心中种下善意的种

子，让他从参与正能量活动中，获

得心灵上的快乐，再把正能量传

播出去。

在梁海光的经历中，有一段受

资助完成大学学业的故事，也促

使他走入社会后创办了广州满天

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带着城

市家庭的助学资源，向广东、贵

州、云南、甘肃等偏远山区的乡村

学校捐建图书馆；带着“星囊计

划”，为山区儿童送去装载了优质

图书、绘画工具等资源背包，让

“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植根山区

学子心中。

7 月 22 日，经过高铁、大巴一

路跋涉，梁宸浩和参与满天星阅

读公益“月捐”的家庭到达了云南

大理州的水泄乡文库小学图书

馆。在互动中，城市家庭与乡村

的同学们分享读书心得，为他们

朗读读本内容，还举办游园会活

动。“宸浩将会在学校的游园会上

执行一些‘小任务’。他年纪最

小，团队安排他担任游园会柜台

咨询员，帮忙讲解游戏规则、发放

礼 品 等 。 任 务 不 多 ，但 他 很 期

待。”梁海光笑着说。

“有更多人来关心这些地方，

乡村学校就会越来越好。”梁宸浩

很喜欢崭新的乡村图书馆，在他看

来，跟随满天星团队同途探访就

是“助人行为”，“爸爸和他的团队

一直在助人，帮助别人让他人快

乐，自己也很快乐。”

今年 85 岁的广东公益恤孤助

学促进会老会长王颂汤，已在慈善

领域奉献21年。看见“善二代”的

成长，他表示很欣喜。

“孩子们在家长的鼓励下参加

慈善活动，是近年来可喜的情况。

恤孤助学会就和多家幼儿园、小学

经常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帮

助贫困孩子上学、治病，这些孩子

的心灵正在接受各种价值观，我们

要趁早播种善良的种子，影响他们

今后的人生价值取向。”王老会长

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些种

子会有相当一部分茁壮成长，从而

影响社会。

据了解，2016年3月，我国慈善

法正式出台，被誉为慈善领域划时

代的标志。而广州作为中国慈善

领域的活跃地，按照“政府搭建平

台、社会运作、公众参与、全民共

享”的理念，组织开展“羊城慈善为

民”系列活动，带动老人、年轻人、

少年儿童等社会人群，以各种方式

参与和支持慈善事业，让慈善成为

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广州城

市文化的一部分。

王老会长提醒，家长放手让孩

子做力所能及的公益，也要注意方

法：“孩子参加的公益活动，前提是

善意和爱双向奔赴。公益任务要

符合他们年龄段能完成的为佳。

对 他 们 的 要 求 是‘ 有 能 力 做 到

的’。家长要解释活动的意义，目

的是让孩子们理解，对他们的参加

也要多鼓励，多交流，把善良的观

念固化在孩子内心。”

公益精神潜移默化，“善二代”在山区过暑假

“爱和善意的双向奔赴，是孩子们做公益的前提”

▲广州资深公益人梁海光带

着孩子筹备山区学校阅读推

广的公益行动。

◀ 7 月 16
日蝴蝶助

学现场，小

志愿者给

力义卖。

▲8岁的宸浩（左二）参与农村

山区学校项目点的

志愿服务。

▶义卖遇到

难题，孩子们

请教对接的

大人志愿者。 ▲ 孩 子

当家，摆

摊义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