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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请这边签到。”“您
好，请不要推挤。”“您好，请喝一
杯茶!”“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
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现如今，漫
步在鮀城街头，身着各色马甲的
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的身影随
处可见，总能给予城市中的每个
人温暖。

在青年志愿者驿站里，志愿
者们用热茶热水、爱心雨伞、爱
心药箱用心打造服务群众的“温
馨港湾”；在 2023 东楚汕头马拉
松的赛场上、在国庆巡游活动
中、在汕头迎春大型焰火晚会
上，成千上万的赛事青年志愿者
以最佳形象、最优服务，全力以
赴护航赛事、活动圆满收官；在
高校，毕业生志愿者的铮铮誓言
响彻长空，他们走进汕头的田间
地头，用青春书写乡村振兴的大
美诗篇。

一个个鲜明的案例、一次次
真诚实在的志愿服务在社会引
起较好反响，也引领着更多的热
心人士、志愿者、慈善组织机构
参与到这些志愿服务中来，涵盖
各行各业。小到家政物业维修
个体户志愿者，大到行业社会组
织慈善机构，汕头的志愿服务氛
围越来越好。

青年志愿者行动在汕头实
施已有近 30 年时间，在汕头市
委市政府领导下，在汕头团委
青联努力下，汕头的志愿服务
面广点多，成就大、队伍壮、力
量强。

与此同时，汕头也适时设计

开发“i汕头志愿者之家”服务平
台，以三级文明实践阵地作为平
台基点，打造百姓“点单”、中心

“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
单”的工作模式。截至 2023 年
10月，该平台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 20605 场，服务总时长达
1110321.58 小时，有效地满足了
市民群众的需要。

随着公益事业不断发展，汕
头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高质
量的公益服务与援助，爱心志愿
者不断涌现，志愿服务队伍不断
壮大。志愿者们也积极融入城
市发展需求，与城市治理相融
合，为汕头这座活力之城绘就最
美风景线。

在练江沿岸，就活跃着一支
名叫“河小青”的青年志愿服务
队。成立于2019年 9月的“河小
青”志愿服务队，由广业环保练
江（潮阳潮南）项目部下辖 11座
污水处理厂青年代表及练江沿
岸居民组建而成。

“河小青”参与保护治理练
江行动，既是河长的助手，也是
落实河长制工作的参与者、支持
者和监督者。志愿者们定期坐
船巡河打捞，清理河面垃圾杂
物，保持练江河畅、水清，定期开
展沿练江河岸捡拾垃圾、消灭虫
蚁等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保护
生态环境。

志愿者们用脚步蹚出志愿
服务的广度，守护练江水清、岸
绿、河畅。“我们在练江两岸开展
植绿、巡河、科普活动，见证着练

江成为‘治污典范’。”“河小青”
志愿者林廷丽说。

在文明引领下，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志愿者队伍，践行着“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
务精神，志愿服务遍地开花。百

万青年志愿者群体，正以奋斗姿
态激扬青春，让汕头处处充满大
爱义举，传递着鮀城温情，让汕
头这座志愿之城绽放绚丽的青
春之花，汇聚成推进城市发展的
力量。

实在谢谢你们，你们是真的为我们着想！”日前，家住
汕头市金平区的何老伯的家属来到汕头呼援通（金

平）居家养老紧急援助服务中心，将一面绣着“无私奉献 助
人为乐”的锦旗赠送给中心工作人员，以感谢工作人员在何
老伯受伤送医时给予的帮助与关怀。

作为广东较早开展青年志愿者行动的城市之一，类似
的大爱善举在汕头的街头巷尾不断上演。回顾历史，最早
的“善堂文化”就由潮汕发源；审视当下，志愿服务精神在汕
头蓬勃发展。“从善如流”，一直是汕头这座志愿之城的基因
记忆。

如今，汕头正全力推动青年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
规范化发展。数据显示，全市注册志愿者共110.15万人，青
年志愿者占比达72%，志愿组织及团体超过6000个。广
大志愿者们用微小力量诠释不凡“大爱”，以点滴善举传递
城市温情，让城市更具青春魅力。

为善相承，
数百年慈善史成就基因记忆壹

“

百 年 承 一 脉 ，青 春 续 华
章。随着汕头公益事业不断发
展，汕头市越来越多的居民享
受 到 高 质 量 的 公 益 服 务 与 援
助，爱心志愿者不断涌现，志愿
服务队伍不断壮大，汕头在公
益事业上也不断创新，涌现出
一批批优质志愿项目走在全国
前列，广受好评。“汕头呼援通”
长者呼援公益志愿服务项目就
是其中的典范。

近日，家住汕头市龙湖区嵩
山路的85岁的李奶奶突发脑梗，
身 边 只 有 同 样 年 事 已 高 的 女
儿。情急之下，李奶奶的女儿摁
下了固定电话上的红色的长方
形按钮求助呼援通，呼叫“电子
保姆”。10分钟后，志愿者就赶
到了现场，协助将李奶奶送往医
院，化险为夷。

李奶奶的女儿所求助的就
是“汕头呼援通”。汕头市龙湖

区呼援通社工服务中心于 2013
年 10 月在粤东西北首创长者呼
援公益志愿服务平台。“15 分钟
内，长者一呼即通，一叫就到，事
无巨细，无所不包。”龙湖区呼援
通社工服务中心主任洪少毅介
绍道。

在龙湖区呼援通社工服务
中心内，记者见到了“呼援通”高
效运转的秘诀。长者自家中座
机发起“呼叫援助”的讯息后，服
务中心能立即捕捉到呼叫信号，
并随即锁定长者的位置。此外，
根据此前存档于数据库中的信
息，志愿者们也能获悉长者生活
的基本情况以及过往病史，并立
即做出反应。

随着服务范围的增大，“呼
援通”也开始进行网格化的升
级。依托庞大的志愿者团体以
及有效的组织，辖区内一有求
助，附近的志愿者就能得知情

况，作出响应出发帮助长者。
“从十年前的座机呼叫，到

现在高度信息化，‘呼援通’一直
在不断优化，效率也大大提升。”
洪少毅告诉记者，“呼援通”所能
提供的帮助也在不断增多，从紧
急呼援、救助危难到陪伴聊天、
上门理发、水电维修、买菜买药
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
随叫随到。

服务事项增多，“呼声”响起
之后，又如何快速提供专业服
务？对此，洪少毅告诉记者，得
益于不同专业技能的志愿者的
加入，他们可以对具体的事项进
行细分，再由专业的志愿者提供
对口帮助。此外，他们也非常注
重对新加入队伍的志愿者的培
训，并依托志愿者们“传帮带”的
优良传统，让新志愿者们也能快
速上手。

近十年来，这支由 332 名有

专长的“95后”组成的青年党员、
团员志愿者组成的队伍，无所不
包，为助力社会和谐稳定，助力
提升长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做出了长足贡献，“呼援
通”志愿者们用爱心和耐心打造
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2022 年“汕头呼援通”推广
到汕头全市六区一县，汕头还将

“汕头呼援通”列入十大民生实
事，为当地 60周岁以上低保、困
难老年人免费提供紧急救援、生
活照料、卫生保健、精神慰藉等
一站式居家养老服务。

“呼援通”青年志愿者始终
坚持全天候全方位为 2.1 万多名
长者提供紧急救助、生活帮助、
精神慰藉和法律支持等170多项
全公益上门服务。目前，“汕头
呼援通”项目在线服务人数已达
到3.6万人。

与此同时，汕头的志愿服务

也在积极进行数字时代的转变，
更多的数字化志愿服务功能走
上舞台。

在汕头市金平区，许多老年
人朋友手上都会戴着一个小小
的“智能表”。这不是老人们追
求“时尚与科技”，而是“平安铃”
服务终端的“真面目”。老人们
所佩戴的这块手表，其中涵盖了
紧急呼援、拨打电话，心率、血
压测试以及定位系统等多项功
能，很多时候会成为老人们的

“救命铃”。
“无论是新科技的出现还

是更多新思路的实践，其背后
最重要的还是志愿者们热爱公
益事业的心。”洪少毅表示，正
是这颗心驱使着无数的汕头志
愿者们坚持不懈，服务技术不
断创新，将志愿服务深入城市
的每一个角落，让志愿之城名
副其实。

与时俱进，
打造优质志愿服务项目贰

志愿服务，既是公益，也是慈
善。事实上，在“志愿服务”这一
名词还未被清晰界定的数百年
前，无私奉献的种子早已根植于
潮汕大地。

起源于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
和 平 镇 的 大 峰 信 俗 (“ 善 堂 文
化”)，以慈善文化贯穿始终，距今
已有 800多年历史。2022 年，这
一古老的传统习俗入选广东省第
八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善堂以救死扶伤、扶危济困、
施茶赠药、收尸敛骨、修桥铺路
等慈善事业为己任，遍布潮汕各
地。到了清末民初，海内外潮人
中引发出以大峰名号来宣传、号
召和鼓励善行的强烈善堂效应，
全盛时期善堂达到 500 多处。
在那个战争、灾害、瘟疫频发的
时代，善堂成为一股重要的民间
救助力量。

潮汕善堂文化也为中国革
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革命期间，在潮汕地区被杀害
的烈士如孙应采、沈序昭、许雪
秋、黄秋富和归侨柯国泰等的尸
骨，都是报德等各善堂冒险为其
收埋的。

现位于小公园开埠区的汕头
存心善堂，就是对潮汕善堂文化
的很好印证。存心善堂是潮汕地
区最大的一家民间慈善机构，可
谓汕头善堂之首。

早在清光绪末年，成立之初
的存心善堂就内设了存心灭火
队。1927 年，存心善堂还在现
在的外马路成立了粤东地区首
个义务消防机构——存心水龙
局，并下设有 1支专职消防队、3
支义务消防队和 2 支义务救护
队。2003 年，经汕头市民政局
等有关政府部门批准，存心善堂
作为汕头慈善总会的分支机构

恢复运作。经过二十年的发展，
善堂的服务范围包括扶贫、恤
孤、助残、养老、救灾、环保等多
个领域，几乎涵盖了社会救助的
方方面面。

历经数百年传承发展的潮
汕存心善堂文化，不仅成为潮汕
地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和
谐因素，更随着潮人移民的步伐
漂洋过海，发展成居住国、居住
地的跨族群、跨宗教、跨地域救
济的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连接海内外潮人的重要桥
梁和纽带。

长期以来，海内外善堂持续
不断为扶贫济困、安老助教、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强道德教
化、促进族群团结、凝聚侨心侨
力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推进中外
民间长期的友好互动、文化的交
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

济世利人的精神根植在潮汕
人心中，步入近代，远渡重洋的
潮人也热心公益、回馈社会，反
哺家乡。潮籍华侨陈慈黉多次为
家乡筑桥修路、兴学育才。爱国
华侨蚁光炎捐千亿身家支援抗
日，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直至今天，汕头这片红色热
土依然处处有大爱。中国好人陈
振勇多年坚持为家乡困难群众捐
款捐物，亲力亲为践行公益事
业；“携手绣未来”文化志愿服务
项目成为汕头志愿服务一张闪亮
的名片，展现独具“潮汕味道”的
志愿服务精神；“河小青”志愿者
团队投身环境保护志愿领域，贡
献志愿者的智慧和青春力量……
正是汕头百年间的为善相承，志
愿精神成为了汕头的基因记忆，
才能让一抹抹“志愿红”遍布在
汕头的城乡大地，为文明汕头增
添光彩。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锴跃 通讯员 汕宣
图/受访者供图

汕头全市注册志愿者共110.15万人，青年志愿者占比达72%，志愿
组织及团体超过6000个

大爱义举传递鮀城温情
志愿之城绽放青春之花

志愿者为长者清通下水道

志愿者为长者维修天花板

志愿者为长者介绍“平安铃”

▲▼志愿服务传递着汕头城市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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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已成为文明汕头的靓丽底色

呼援通志愿者律师为长者提供
法律咨询服务

传递温情，
志愿服务遍地开花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