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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索南然吉，感谢
叔叔阿姨长期以来对我
的资助，让我的家庭在经
济上减少了压力。这次
我的期中考试成绩是：藏
语文 80 分、汉语文 76
分、数学72分，全班排名
第七。我会努力学习、再
接再厉”，在无锡市志愿
者总队队长余雷展示的
真达乡孩子们的感谢信
中，记者注意到这样一段
话。这段话的背后是一
个灾区孩子在学习上有
了进步的小小自豪，是将
志愿者叔叔阿姨当成亲
人般的成绩汇报，更是对
近10年支援真达乡“成
果”的展示。

18次进藏，12次进
玉树和真达乡，余队和他
的团队成员从没叫过一
次累。在多年的志愿者
服务经历中，他也在思考
如何更好地引导志愿服
务、建设更好的团队。

“2008 年我们组建
的志愿者服务队还是支
只有28人的小小民间组
织队伍，如今我们的队伍
已有136人。期间也获
得了很多省里和全国的
荣誉，这不是一个人的成
绩，而是团队的力量和政
府的大力支持。”

队伍的壮大也会带

来管理的问题，使得志愿
者发展有了瓶颈期。余
队在分析了目前队伍管
理和活动中出现的问题
后，总结了这样的管理经
验：“一是在队伍思想意
识上做工作，做公益也
好、志愿者也好，最主要
是个人要做事开心，不能
有私心，也讲求力所能
及；二是依托基金会统一
流程化管理，加强社会力
量，规范志愿服务，比如
我们现在是由无锡雨桐
慈善基金会托管；三是要
对志愿服务有正确引导，
志愿服务规范化比盲目
的投入更有价值和意
义。”

“没有阳光，就没有
日子的温暖；没有雨露，
就没有五谷丰登；没有水
源，就没有生命。滴水之
恩，涌泉相报。叔叔，我
叫索南达杰，感谢您对我
的支持、鼓励，我现在上
初二了，我会努力学习
的。”就像真达乡孩子说
的，志愿服务和公益就像
一道阳光、一滴雨露、一
条水源滋润了每一个获
得帮助的人心中希望的
种子，这颗种子会伴着社
会爱心的规范化一起成
长，未来可期。

（晚报记者 亚梨）

凡人善举为灾区孩子种下希望之花凡人善举为灾区孩子种下希望之花

金沙江边这所学校金沙江边这所学校
凝聚无锡志愿者多年心血凝聚无锡志愿者多年心血

12月2日，无锡志愿者总队队长余
雷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真
达乡回到无锡。这是他自玉树地震后
第12次去当地看望孩子们，今年也是
无锡爱心人士在当地投建的麻达爱心
教育学校全面建成的第一年。

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藏族
自治州玉树县发生6次地震，最高震级
7.1级。地震的发生给当地和周边地区
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害，同时
也开启了一场举国驰援抗震救灾的艰苦
战役。上到地方政府、下到企业或个人，
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灾
民，无锡志愿者总队也在第一时间赶赴
现场带去“无锡力量”。

2009年，当时还是探险协
会会长的余雷就曾带队来到三
江源头的玉树。本来是场探险
之旅，但在亲眼见到玉树的贫穷
和落后时，探险队的13名队员
生出了无限感慨，也生出了支援
的初心。队员们了解到整个地
区只有一条主干大道，当地每户
人家一年的收入仅2000多元，
日子过得艰难，于是每人拿出了
2000元，共计2万余元，捐给了
当地政府用于改善居民生活。

“那次支援回来后，我们就
在思考将支援持续进行下去的
问题。”余队长说，2010年地震
的发生牵动着去过玉树的队员
们的心。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他
们就紧急召集了一场爱心义卖
捐款活动，收到了爱心志愿
QQ群里百余人的积极响应。

“短短两小时，义卖捐款就达
128000元”，余队长说，爱心捐
款中的4万元用于购买应急药
品等，相关物资装了足足3辆

车，他和两名探险队员连夜驱
车前往玉树重灾区。到达当地
后，一刻不休地将救援药品和
物资分发给灾民。

“尽管去灾区现场也是冒
着余震的风险，但当真的到达
灾区，亲眼看见当地因为贫穷
只有二层楼的建筑几乎全部倒
塌，灾民们伤亡惨重，只能茫然
地集中在体育场里，当时只有
一个想法：幸亏赶来了”，余雷
回忆道。

在灾区的日子里，余雷和
队友遇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
的救援力量，同时也了解到除
了玉树重灾区，在其附近的四
川省石渠县有个仅2000人左
右的真达乡，也受到了地震的
严重破坏，且去援助的人不
多。余雷团队当即决定再赶一
天的路，将救援的力量延伸到
那里。在当地，他们发现孩子
们一年中上公办学校的时间只
有半年，余下半年都在家里，部
分孩子还帮家里采虫草卖钱，
既没课上，也缺乏书籍，但他们
仍有着对知识的渴望。

从灾区回来，余雷和团队
商量决定引入社会力量，结
合个人支援，共同帮助真达

乡的孩子们持续走好学习之
路。

一开始他找到了无锡添字
蜂王浆的陈总，共同组织了一
支16人的队伍，装了5辆车的
衣服、书本去当地考察援助。

“当年还有件让我特别感动的
事：因为孩子们急需汉语书籍，
我当时去市场想买1000本书，
结果和朋友交谈时说到是给灾
区孩子们送书，正好被书店的
女老板听到了，她当场决定分
文不收，还和我们说再去仓库
整理一下存书，一并给我们带
上”，余队在说到当年援助的情
形时无限感慨。

“2016 年秋我去北纺时
装有限公司买冲锋衣，因和

公司万总相熟，就和她聊起
了这群灾区的孩子。她听说
孩子们缺少棉衣过冬，当即
表示让采购部门采购防水防
风面料，组织工人赶工完成
了500套厚实的冲锋衣，让我
给孩子们带去。2016 年至
今，万总和她的同事每年都
会给孩子们送新衣。”余队介
绍，以前也有媒体想就这事
采访万总，她没答应，觉得这
是力所能及的事。“还有个志
愿队，有3名队员听说我们在
援助灾区孩子，决定每年合
出 16000 元重点援助这些孩
子中最困难的几个，2017 年
至今都没停过，却始终不肯
透露自己的姓名。”

2016年，紧邻川藏界河金
沙江边的真达乡开建一所干净
漂亮的学校——麻达爱心教育
学校。这是无锡爱心人士企业
家华小英女士和刘红女士、志
愿者团队以及社会爱心人士一
起努力的成果。

学校建造的缘由还得从当
年援灾说起。余雷带队去的真
达乡有所公办学校，但当地师
资匮乏，唯一在校的老师是一
男一女两位20岁出头、只有初
中文化的当地青年，教师补助
低，他们也是舍不得孩子们才

选择坚守。上课模式是除老师
教课外，高年级的孩子教低年
级的孩子。“当地是前几年才通
的电，以前孩子们读书都是在
阳光下大声朗诵，尽管条件不
好，但他们的学习都很认真。”

于是，余雷和两位实业家
商量筹建一所学校，让孩子们
全年有学上。“2016年建成了
主体，2017 年建成了操场，
2018 年建好了食堂和宿舍。
学校的建成很不容易，除了资
金支援，也有当地政府以及无
锡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和付

出。”
现在孩子们已能在干净明

亮的教室里求学，身上有御寒
的冲锋衣，新的操场和篮球架
可供他们运动……“孩子们眼
里有了光”，余队给记者展示了
孩子们的照片，“你看这是当年
第一次援助孩子们，他们身上
穿着旧单衣，眼神都是茫然的，
汉语也听不太懂。这张是最近
在新学校里和孩子们的合影，
精神状态明显不同。孩子们都
会用汉语自信大方的和你打招
呼，这是我们最开心的”。

麻达爱心教育学校。

心系灾区真情驰援

爱心聚焦灾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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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需要正确引导和规范化

新学校建成后孩子们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