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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2 月 28 日电
2 月 2 8 日，全
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工作暨岗
位学雷锋活动
推进会在京召
开。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黄坤明
出席会议并讲
话，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
学雷锋志愿服
务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紧紧
围绕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大力
传承弘扬雷锋
精神，推动学雷
锋志愿服务在
全社会蔚然成
风，引导干部群
众为创造美好
生活奋斗实干、
为实现伟大梦
想贡献力量。

黄坤明指
出，学雷锋志愿
服务是培养时代
新人、弘扬时代
新风的重要途
径。要把握新时
代新要求，广泛
开展帮助他人、
奉献社会、报效
国家的志愿服
务，深入宣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生动践行为
人民服务的理念
追求，大力弘扬
主流价值、主流
文化，更好服务
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不断把学雷
锋志愿服务引向
深入。要以志愿
者为主体力量、
以志愿服务为运
行机制推进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更好地宣
传群众、教育群
众、服务群众。

黄坤明强
调，制度化常态化是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所在。要积极培育志愿服务组织和队伍，加强志愿服务项目和阵
地建设，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志愿文化，健全志愿服务保障机制，
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各方面共同支持的生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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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陈凯、李亚光

澜沧江源“第一县”杂多，被誉为“雪豹之乡”“动物王国”。
此次玉树雪灾中，当地有不少岩羊、马麝、白唇鹿等珍稀

野生动物因饥寒而死去。面对大自然的严酷选择，当地牧民广
泛自发救助受灾野生动物，展现出生命关怀的温度。

27 日一早，记者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城出
发，前往 70 公里外的扎青乡地青村，探访雪灾中的高原精灵。

一路上，记者很难在白茫无垠的群山间觅得一丝草色。
地青村不似集中居住的平原村落，高原牧民与自家牛羊

散居在群山之间的沟谷之内，且相距甚远。行至地青村的一条
沟谷，山尖似有浅褐色身影跃动，在白雪中还算醒目。

一路颠簸、摇摆，但此刻，车内的情绪瞬间明朗起来，“是
岩羊！”众人齐声激动道。

定睛望去，陡峭山岩上聚集了 10 多只岩羊，它们在悬崖
上来回踱步，不住地朝下张望，似在等待什么。

山下，5 位牧民将干草铺展开。不等人们完全离去，岩羊
陆续从山顶下来，和附近的家养牦牛一同取食。此时，记者距
离最近的岩羊不足 100 米。

“岩羊本是陡峭山岩上的王者，偏爱最难获取的高山牧
草。”扎青乡副乡长加哇才仁说，是这次雪灾，拉近了它们与人
类的距离。

地青村一社牧民布勇亦有同感。10 多天前，布勇救助的
一只岩羊至今仍住在他家畜棚中，对人也较为亲近。

2 月 12 日，布勇和家中两兄弟查看附近雪情时，遇到一

只深陷雪中的雄性岩羊。厚厚的积雪中，岩羊只露出头和脊
背。

三兄弟徒手挖开积雪，脱困岩羊正欲跑走，却因连日饥
饿、体力不支而倒下。见状，三兄弟只得轮流将它背回家中。

布勇用沾着雪水的双手慢慢摩擦温暖岩羊的关节。这是
治疗冻伤的土办法，简单却有奇效。不一会，岩羊的四肢就能
小幅度活动了。

在铺满干草的温暖畜棚中，岩羊渐渐恢复了活力。几天下

来，它会蹭蹭布勇的腿，以此来表达亲近。
杂多重度雪灾发生以来，仅地青村一社就有 20 多家牧

户像布勇一样救助了困境中的岩羊、白唇鹿、马麝等动物。
在牧民帮助下，一部分野生动物避开了严酷的自然灾

害。然而，它们的多数同类仍需面临自然选择。
地青村牧民达加说，就像牲畜一样，很多年老体弱的野

生动物在饥寒交迫中势必会被淘汰，就算人工投喂也无力
回天。

近日，长期在三江源地区进行野外实地调研的北京山
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赵翔，在杂多县进行了一次样线
调查，共发现 53 只死亡岩羊，其中 1 至 2 岁及 10 岁以上的
岩羊占比达 62%。

在地青村一社附近，记者发现了一只侧躺在雪中的岩
羊尸体。“但对于雪豹、金钱豹而言，雪灾为它们带来了丰富
的食物。正如当地牧民的谚语所述‘大雪是食肉动物的亲
戚’。”该村生态管护员江多说。

受访生态专家表示，野生动物生存至今，经历过无数次
雪灾，物竞天择，活下来的是更加强健的个体，这是物种必
经历程。但另一方面，当地牧民出于对生命的关怀救助它
们，展现出灾害中的朴素大爱，此举同样值得尊重。

为引导牧民更科学地救助受灾野生动物，目前玉树州
各级政府及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已在雪灾区设立投喂
点，在严格选用饲草的同时定量定时进行投喂工作。

截至目前，玉树雪灾区已有超过 200 只野生动物因灾
死亡。 新华社西宁 2 月 28 日电

自然选择中的生命关怀
玉树雪灾区野生动物救助观察

新华社记者于力、洪可润

2 月 27 日，辽宁省抚顺雷锋纪念馆墓前广场上，来自辽
宁社会各界近千人聚集在此，每人手中拿着一支黄色菊花，缓
步轻轻地将菊花放在雷锋同志墓前。当日，“学习强国”辽宁学
习平台“@雷锋”频道上线仪式也同时举行。

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乡，也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辽
宁省委近日先后出台《中共辽宁省委关于深入开展新时代
学雷锋活动的意见》《 2019 年辽宁省学雷锋活动工作方
案》等文件，对深化学雷锋活动做出安排部署，不断丰富拓
展学雷锋活动的深度和广度，确保学雷锋活动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取得实效。

记者在抚顺雷锋纪念馆采访时，遇到了 69 岁的刘静。刘
静说，想当年，不到 10 岁的她在建设街小学上学，雷锋担任学
校的校外辅导员，多次与学生面对面交流。

“我印象最深的是，雷锋叔叔带领我们开展勤俭节约‘三
件宝’活动，所谓‘三件宝’，即储蓄盒、节约箱和针线包。”刘静

手捧当年她与雷锋合影的照片说，“这‘三件宝’，早已超越了具
体的概念，变成了我们的精神财富。”

建设街小学后改名为雷锋小学。雷锋留下来的“三件宝”，
也成为雷锋小学宝贵的精神财富。雷锋小学校长樊玉洁告诉
记者，现在，学校已经把储蓄盒变成“小雷锋道德银行”，把节
约箱变成“小雷锋爱心超市”，把针线包变成“小雷锋心灵驿
站”。名称变了，载体不同了，但功能没变，雷锋精神实质依然。

学雷锋需要创新，发掘整理雷锋精神资源，同样需要创
新。

56 年来，辽宁始终高擎雷锋精神旗帜，着力推进学雷锋
常态化。在“学习强国”辽宁学习平台开设“@雷锋”频道，正是
辽宁探索新时代学雷锋常态化，让学雷锋活动“天天见”的一
次有益尝试。

如果你走在辽宁各地的大街小巷、工厂社区，经常
会与“雷锋”相遇。沈阳、鞍山、抚顺、营口、辽阳、铁岭都
留下了雷锋的足迹。全国第一尊雷锋塑像、全国第一条
以雷锋命名的道路、全国第一个雷锋储蓄所、全国第一

张雷锋主题的银行卡、全国第一家研究雷锋精神的机
构……一大批以雷锋名字命名的学校、班组、列车、供
电所等，都见证着雷锋与辽宁的深厚缘分，体现着辽
宁把学雷锋活动落实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春节刚过，70 多名出租车司机来到鞍山郭明义爱心工
作室，当代雷锋郭明义给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郭明义
是在辽宁成长起来的道德模范，多年来，他在全国各地传承
弘扬雷锋精神，其带领的爱心团队已建立 1000 余支分队。

据最新统计，辽宁省各级各类注册志愿者总数 330 万
人，志愿服务队伍 3 . 28 万支，志愿服务站 2 . 17 万个。如此
众多的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就像播撒雷锋精神的种子，
让道德力量在辽沈大地蓬勃生长。

11 年前，由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发起，多家单位共同倡议
成立了辽宁省雷锋研究会。研究会由 100 多名专家、学者和
学雷锋典型人物组成，致力推动雷锋文化研究和学术交流活
动，坚持不懈，成效斐然。除了理论研究，辽宁在雷锋主题文
艺创作方面，同样硕果累累。 新华社沈阳 2 月 28 日电

扎实推进新时代学雷锋活动

辽宁:让学雷锋活动“天天见”

这是一家略显逼仄的小吃店，在闹市中显得毫不起眼。

店主陈建国的气质和这家店一样“低调”——— 20 多年来，
他在这家小店攒下的积蓄化成了无数汇款单，送到了 20 多个
贫困学生手里，而他却很少对外人提及。

“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没怎么读过书，不希望这些孩
子也像我一样。”陈建国说。1972 年出生的他，有着坎坷的童
年。

13 岁时，为了贴补家用，陈建国用瘦小的肩膀挑起扁担，
开始了经商之路。蔬菜、烟酒、调味品……人们日常所需的用
品，都曾经出现在陈建国的担子里。

“其实我小时候成绩挺好，但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就没
有读书了。”陈建国说。年少时的遗憾也成了陈建国资助贫困
学生的最初动力。

陈建国的小吃店叫“珍豪呷”，在闽南语中的意思是“真好
吃”，这家专门经营泉州特色小吃的店在当地有着不俗的名
气，不过几平方米的空间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很多人认为拥有一家生意这么好的店，陈建国肯定早就

赚得盆满钵满，做公益不过锦上添花。“这个小店面是家里祖
上留下来的，我们一天赚不了多少。有时候我资助的孩子临时
有事找我借钱，我都是先透支信用卡，之后再慢慢还上。”陈建
国说。

虽然自己的日子过得也不轻松，提起公益事业，陈建国的
眼中依旧闪着光：“做公益不是作秀，要做就要做实事。既然要
做公益，就要把它做好。”

20 多年来，陈建国用爱心为贫困学生们铺就了一条改变
人生的道路，这些学生学成之后也并未忘记他。

2016 年，泉州市启动第五届道德模范评选，陈建国资助
过的一名学生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瞒着陈建国寄出了
推荐材料。接到市文明办核实的电话时，陈建国感到很惊讶：
“我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很多孩子还记着我，有时也会来店里坐坐。”回忆起往
事，陈建国满脸的幸福。

公益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路上有鲜花掌声，亦会遇到风雨
阻力。其中，最让他无奈的是家人的不理解。

陈建国和妻子经营着小吃店，每天起早贪黑。早上 8 点
钟开业，晚上 12 点才休息。辛苦一天，也只有一点微薄的利
润。“家人不太理解我做公益这件事。他们说，等我老了，我
帮助过的人也不一定记得我。”

“大部分孩子都很好，当然也会遇到一些不理解自己
的。”陈建国说，自己曾资助的一个学生打来电话，想借钱创
业，却说不清楚创业的项目和计划。

“那个项目不靠谱，我想劝劝他，结果这个孩子说，会还
清这些年资助他上学的钱，然后就失去了联系。”陈建国说，
“我资助他们上学，从来没有想过让他们还钱，或是回报
我。”

20 多年来，他用于公益的善款超过 100 万元，自己却
非常节俭，不抽烟不喝酒，至今骑着一辆小电动车代步。

虽然公益之路道阻且长，陈建国却从不言弃。“希望我
资助过的孩子都能找个好工作。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不需
要回报我。如果想看看我，每年初三来找我聊聊天就好。”陈
建国笑着说。 (吴剑锋、陈章萍)新华社福州 2 月 28 日电

小吃店老板的 2 0 年公益路

▲ 2 月 27 日，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扎青乡地青村村民
旺青才仁给救助的野生动物喂草。 新华社记者田文杰摄

 2 月 28 日，

“党员暖心服务队”

的医生志愿者们在环

渚街道玉堂桥社区

83 岁的钱央毛老人

(中)家中，为他和老

伴做上门定期体检并

了解老人的日常健康

状况。

从 2018 年开始，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环渚街道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以青年党员

医生为主组建了“党

员暖心服务队”，为辖

区内行动不便的老

人、家庭困难群众等

群体提供定期上门免

费体检和多项医疗服

务，推进社区群众卫

生保健服务质量，提

升百姓满意度。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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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28 日电(记者高敬)珠峰生态环境问题日
前引人关注。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 28 日表示，西藏自
治区依法禁止核心区旅游符合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是对珠峰
生态保护的有效措施，应该值得肯定和称赞。

在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刘友宾介绍，生态
环境部高度重视珠峰生态保护工作，会同西藏自治区有关地方
和部门采取了多项措施。

他表示，目前珠峰生态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但他同时指出，
随着珠峰保护区旅游开发力度不断加大，游客人数持续增加。在
珠峰保护区核心区开展旅游活动，不仅违背自然保护区条例有
关规定，也给珠峰保护区带来生态环境压力。

前不久，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发布公告，宣布“从即日起禁
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珠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绒布寺以上核心
区旅游”，并将涉珠峰保护区核心区的旅游帐篷营地搬迁至
S515 省道绒布寺附近公路两侧 100 米以内的实验区。

刘友宾说，新的旅游中心营地与之前相比仅下撤 2 公里，不
影响游客观赏珠峰美景。

据介绍，珠峰保护区始建于 1988 年，珠峰专业登山活动在
保护区成立前就早已存在。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根据《西藏自治
区登山条例》加强了对登山活动的管理，一是严格管控和压缩登
山人数，降低人类活动干扰；二是每年对登山组织者、登山队员
和当地群众进行环保培训；三是建立登山环保押金收缴制度，要
求每名登山者必须携带 8 公斤垃圾下山；四是对登山路线周边
的垃圾持续开展清理，逐步解决历史垃圾遗留问题。

他表示，生态环境部将进一步督促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做
好珠峰保护区日常监管工作，强化珠峰登山垃圾清理，做好旅游
和登山活动中的生态保护工作，加强违法违规问题整改，保护好
珠峰这一珍贵自然遗产。

珠峰核心区“禁游”

生态环境部“点赞”

新华社武汉 2 月 28 日电(记者廖君、冯国栋)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
大力实施时代新人培育工程，充分展示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担
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28 日，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在湖北省
武汉市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2018 年“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先进
事迹。

此次发布的王波、任红梅、路亚兰、汤亚平、付秀秀、米培莲、
杨春敏、左文学、热先古力·托乎提、徐江丽等 10 位先进模范，是
城乡社区工作者的优秀代表。发布仪式播放了 10 位“最美城乡
社区工作者”先进事迹视频短片，从不同侧面采访讲述了他们的
工作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民政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
城乡社区工作者”证书。

中宣部民政部联合发布 2018 年

“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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