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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身穿红马甲、黄马甲

的志愿者随时随处可见。借着国庆

热闹气氛，狮山镇小塘仁德志愿服

务队在北江沿岸掀起爱水护水的风

潮；佛广公汽樵江志愿服务队联合

西樵义工联等推出“排队日”活动，

在客流量大的公交站点开展文明导

乘服务，以小实践推动大文明。

细心的市民会发现，在一件件

大事要事的现场，如篮球世界杯、

功夫电影周、安全产业大会、每年

春运等，近年愈发多地看见志愿者

们乐此不疲的身影。今年疫情防

控期间，一批无私奉献的志愿者展

现出坚定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他们冲锋一线，扎实开展体温检

测、心理疏导、外语翻译、助力复产

复学等志愿服务。据统计，全区

共有3.3万余人次志愿者参与疫

情防控，开展服务9700余场次，

服务时长超18.2万小时。

在南海，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者精神已然成为时尚潮

流，大街小巷处处绽放的志愿者

笑脸成为最暖心的城市景色。至

今年9月，全区实名注册志愿者超

过 39.1 万 ，占 常 住 人 口

13.49%，平均每10个南海人中

有1.3名志愿者，形成了人人服

务、人人受益的“10分钟志愿服务

圈”。南海志愿服务发展走在全市

乃至全省前列。

丰硕成果的取得，离不开队伍

组织、项目阵地、研究培训、激励保

障的完善。在团区委、区义工联推

动下，南海成立备案志愿服务组织

2352支，每万人拥有志愿服务组

织超7个；建成志愿V站、学雷锋

志愿服务岗及劳动者港湾等服务

阵地723个。

以提升积极性为目标，团区

委、区义工联不断加强志愿服务激

励保障。比如举办义工文化节嘉

奖优秀志愿者，广泛宣传先进典

型；持续招募爱心商家，给予志愿

者时数兑换、优惠折扣、免费保险

等礼遇，增强志愿者获得感等。在

“礼遇志愿者”的力量感召下，越来

越多的大众百姓加入服务行列，从

点滴小事传递温暖，从平常细节弘

扬美德。

做实志愿服务城市更有温度
全区实名注册志愿者超过39.1万，“有为义工”为南海发展注入澎湃力量

深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防疫战
场勇敢逆行、关心关爱困难群众……
在南海这座“好人之城”，志愿者成为
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

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
的重要标志；志愿者更是文明新风的
践行者与传播者。五年来，南海区不
断加强志愿服务阵地和队伍建设，丰
富志愿服务内容，推动志愿服务活动
常态、长效开展。众多志愿服务团队
开展的服务项目贴民心、接地气，解
决了群众的“心头事”，成为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力量，进一步提升了城市
的气质，让南海更具温度更加宜居。

登录网站按需选择志愿

服务，审核通过就有志愿者上

门……这种类似网上购物的

模式，被运用到志愿服务中

——“志愿淘”志愿服务供需对接

平台项目，该项目在第三届中国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2016
年志愿服务交流会中摘得银奖。

“志愿淘”志愿服务供需对接

平台项目是团区委、区义工联结

合B2B 和“淘宝”运作模式，在广

东首创的志愿服务“网购模式”，

致力推动南海志愿服务走向智能

化、精准化、时尚化和品质化。

南海有个麻风康复村，对外

十分封闭，很少志愿资源进入。

“志愿淘”上线后，他们的需求被

管理员置顶，很快就被爱心之家

服务队认领，开始接受长期稳定

的专业性探访服务。

专业范是南海志愿服务发

展的一大亮点。团区委、区义工

联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和群众所需，加强项目策划设

计，逐步培育和打造了一批主题

突出、特色鲜明、示范性强的志

愿服务项目品牌，让志愿者的服

务更专业，服务成效更能科学凸

显。

在志愿力量培育方面，实施

“党员领航人才计划”等特色项

目，引导党员、青年、退役军人等

重点领域志愿者共同亮身份，将

他们培养成志愿者带头人、志愿

服务组织管理者和项目运营人

才，同时鼓励禁毒、科普、环保、

文化等专业领域志愿者利用自

身特长，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在特定人群服务方面，团区

委、区义工联面向青少年开展了

科普导赏、预防性侵宣讲、心理

辅导类项目，促进外来务工子女

融入，帮助特殊青少年矫正；为

帮助空巢老人改善居住环境，开

展家电维修、卫生清理类项目；

对于残障人士，则以义卖义诊类

项目，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成绩是发展最有力的答

复。区义工联三年获佛山唯一

的国家级奖项，除“志愿淘”

2016年获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银奖外，还有

2018年《志慧树县区一级志愿

服务培训全覆盖体系项目》获第

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银奖；2019年区义工联获中

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公益创业

赛铜奖。五年来，南海超过10
个志愿服务项目获省级重点培

育。

经过多年孕育发展，“有为

义工”正在成为南海一张闪亮的

名片，不断为城市发展注入澎湃

的文明力量。

人人服务人人受益 每10人中有1.3名志愿者

公益更显“专业范儿”
多个品牌获国家级奖项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苏绮玲通讯员郑翔进

“十三五”时期
南海志愿服务大发展

年轻时是一名军人，中年时

成了护林员，用汤超恒自己的话

说，这似乎是偶然，又是必然。

1966年，汤超恒出生于南海里

水。1984年，18岁的他光荣地

成为了一名武警战士。退役返

乡后，他经过了多个岗位的磨

练，于2005年加入里水镇森林

防火队，并被任命为队长。

从穿上护林绿装的那天起，

他便与山林结缘，一干就是16
年。刚接触护林工作时，他面临

着不少挑战。“当好森林卫士不

容易。工资待遇不高，日子平淡

清苦。巡山要消耗大量体能，每

天都是汗流浃背，而且几乎常年

无休。有时遇上火情预警，半夜

还要上山巡看。这些工作看似

简单，难就难在我们要确保万无

一失。”汤超恒说，刚开始巡山时

缺乏经验，他被山里的蚊虫叮得

脸部和双手满是“包”，偶尔还会

突然碰到毒蛇，吓得头皮发麻。

“那时候辗转难眠，甚至有

过转行的念头。但是每当回忆

起在部队里和战友们拼搏的日

子，我就感受到有一股力量在鼓

舞着我，绝对不能给退役军人丢

脸。”站在山顶的石头上，汤超恒

用手指着远处苍翠的山峦，念叨

着当年入队时的情景。

每天巡山往返的路上杂草

丛生，蚊虫众多，毒蛇出没，还要

经过崎岖狭窄的小悬崖，一不留

神就会掉下10多米深的山沟。

为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汤超恒

经常比其他队员更早上山、更晚

下山。“平时护林遇到困难或险

情，他都是第一个冲在前面，大

家都心服口服。”队员汤卓威说。

“林鸟丛鸣山河美，万木幽

深景翠微。但惜植护百年计，福

泽子孙莫荒颓。”汤超恒一遍又

一遍地念着诗词，仅有小学文化

水平的他，在工作中努力学习文

化知识，成了队里的“文化人”。

转眼间，他已经当了16年的队

长。在这16年期间，里水镇内

的山林没有发生过一起山火。

这些保护完好的“城市之肺”，一

直在造福着里水及周边镇街市

民。

南海“创森”一线护林员汤超恒带队巡山护林：

风吹日晒护山林里水16年无山火

仲秋的清晨，里水象岗岭上林鸟争鸣，山脚
下泉水潺潺。护林员汤超恒解下沾满汗水的头
盔，坐在石头上，小心翼翼地用指甲撕掉手掌上
的老茧，时而微笑，时而皱起眉头。放在身边的
那把旧镰刀，握柄处长期被他的双手磨得光亮。

从入队那天算起，转眼间已经过了16年。
这些年来，山上的松树一年比一年高，当年那批
护林员也一年比一年老。不变的是，在这16年
间，由于他们的用心守护，里水镇内约2.8万亩
林地还是郁郁葱葱，未曾发生过一起山火。

“虽然我们里水连续16年没

有发生一起山火，但也有过特大

火情预警事件。”汤超恒回忆，在

2007年春节期间，广州花都的山

林燃起熊熊大火，而里水象岗岭

和花都仅隔着一条防火隔离带。

隔离带的一边是六七米高的山

火，另一边是随时受到火情威胁

的里水林地。

在这紧张时刻，他立即带着

队员们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他们携带灭火器、消防水管、油

锯、镰刀等装备在山上布防，用镰

刀把隔离带上散落在地面的枝叶

割掉，用灭火器把蔓延过来的火

苗扑灭。他和里水北部森林防火

队24名队员，加上镇里派来的民

兵预备役人员、治安队员等，共约

130人守着7公里长的隔离带，

形成了一道动态的“防火墙”。

在对面山火没有完全扑灭之

前，他和所有队员都留在山上，

吃、住、睡，都在山上就地解决。

累了，就靠着树干歇息；饿了，就

直接在山上吃盒饭；困了，队员们

就轮班在石头上躺一下。在此期

间，24小时都有队员站岗，时刻观

察着山火的动向。

“这就像一场防御战，我们都

是火线上的战士，没有任何退

路。”汤超恒说，他和队员们守在

前线，扑灭了8次飘到里水的火

苗，“这些不起眼的火苗，在落叶

堆积30厘米厚的林地上，会在短

时间内燃成大火。如果不及时扑

灭，后果不堪设想”。

直到第5个夜晚，对面花都

的山火终于被扑灭。为了防止山

火死灰复燃，汤超恒又主动带领

队员们在山上驻守了2天2夜。

直到里水森林火情预警完全解

除，他们已经在山上奋战了7天6
夜。提起这段经历，汤超恒感慨

地说：“我的兄弟们很实在，他们

都没有华丽的语言，有的只是实

实在在的行动。不管严寒酷暑，

大家每天都‘死’盯着这几片山

林，保证它们远离山火，不辜负政

府和市民的信任。”

采访中，其他队员也都直率

地告诉记者：“我们理解的森林城

市很简单，就是不光要种树造林，

还要用心护林。我们都是护林人，

守护好森林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好

我们自己的家园。这是我们的职

责，也是我们的光荣。这样回到村

里饮茶‘吹水’，脸上都有光。”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林应涛

象岗岭上的林木郁郁葱葱，护

林队员们在山路上偶尔能看到马蜂

窝。在往年的这个季节，经常有少

部分民工上山捉蜂。根据森林防火

规定，丈岗山一带未经允许是不能

上山的。但是每一年都有不少捉蜂

人抱着侥幸心理，偷偷地爬上山，悄

悄地寻找马蜂窝。

2017年初秋的一天，汤超恒

像往常带着装备，和一名队员上

山护林。在巡山过程中，他们刚

好与两个捉蜂人相遇。“站住！”汤

超恒马上追过去询问对方，并告

诫他们这片林区不可擅自进入。

“我们平时最担心的是这些人上

山后抽烟，一不小心就容易引发

山火。”汤超恒说。

出乎意料的是，对方不仅不

承认错误，反而大声狡辩，甚至辱

骂他，态度十分嚣张。经过一番

对峙，两名捉蜂人还拿出砍刀，不

停地挥舞着。形势剑拔弩张，一

不小心就出现伤人事件。但汤超

恒毕竟是退伍军人，格斗擒拿术的

功底还在。在对方挥刀过来的那

一瞬间，他迅速避开。还没等对方

反应过来，他立刻抓住对方的手

臂，一把将砍刀夺过来，并将其制

服在地。随后，在队友的帮助下，

他们立即报警，将不法分子交由警

方处理。

“很险，幸好我反应快。”回忆

起当时的情景，汤超恒用长满老

茧的双手擦了擦脸上的汗水，黝

黑的脸庞上露出了朴实的笑容。

他反复地说，保护山林就是保护

家园，请市民未经允许不要擅自

上山，以免引发山火。

实名注册志愿者人数
从26.5万人发展到39万人

志愿服务品牌数
从50余个提升到200余个

注册志愿服务队
从652支跃升到2352支

星级义工表彰人数
从1474人上升到4141人

心里话 当好森林卫士不容易

遇险记 差点被违规上山人员砍伤

大挑战 连续7天6夜吃睡在山上

■汤超恒给树木清理杂枝。

■巡山过程中，汤超恒捧清凉的泉水洗脸降温。

■党员志

愿者协助

整理共享

单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