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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爱心厦门”建设的部署，集
美区持续推进“爱心敬老”行动，依托
农村幸福院丰富老年人文化生活；建
立居家养老巡访关爱及居家上门服
务制度，积极开展为老服务，营造了
敬老助老的良好社会氛围。

在灌口镇顶许村幸福院，经常能看
到一幕幕温馨画面：或是四五个老人围
坐在茶桌前闲聊家常，或是志愿者大展
厨艺为老人举办生日会，又或是社工们
陪伴老人学做手工、练字……幸福院里
总是洋溢着欢快的笑声。

据管理该幸福院的专业机构负
责人介绍，顶许村幸福院经过五年的
探索发展，以“近邻敬老”为主线，构
建了“社工+小组长+邻里志愿者”三
级邻里关爱服务体系。“社工通过入
户走访，为每一个特殊困难长者设计
服务方案；老人协会小组长分别认领
片区，定期协助社工收集老人的动态
信息；邻里志愿者结对帮扶，日常走

访和关爱老人，共同敬老助老。”
这些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为

顶许村的特殊困难长者带来许多温
暖。村民老陈几年前因车祸导致失
明，他平时与家人的沟通较少，又因
不便外出，生活单调乏味，久而久之
产生了自卑心理。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社工们定期上门探访，耐心听老
陈倾诉。当得知老陈曾是一名军人
后，社工想办法与老陈当年的战友取
得联系，让战友们上门陪伴、开解老
陈。心理上有了倾诉对象，老陈慢慢
敞开心房，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

敬老爱老，还体现在帮助老年人
跟上时代步伐。在集美区人民法院，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越来越多老年
人有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合法
权益的意识，但他们普遍对立案程序
理解甚少，存在一定困难，为此集美
法院打造了‘适老型’诉讼服务。”

集美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除了为

老年人提供绿色通道，优先叫号办理
诉讼事项，提供“爱心专座”、老花镜
等便民体验，每天都有导诉台工作人
员和法律援助律师在现场，主动为老
年人提供诉讼指引和免费法律咨询，
帮助老人整理起诉材料。针对老年
人起诉的案件，法院优先审查立案，
争取快立快审。

除此之外，针对行动不便的当事
人、不会使用手机的老年人等困难群
体，集美法院推出预约上门立案制
度。当老年人拨打12368诉讼热线
进行预约立案登记，诉讼服务中心的
工作人员会与他们取得联系，指导梳
理起诉材料，并预约具体时间上门立
案，增加老年人参加诉讼便利性。

放眼集美区，正是在这样的相互
理解、相互关怀中，爱心不断流淌，为
文明城市增添更加靓丽的底色，注入
源源不断的新鲜动力，进一步提升我
市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水平。

以爱互助
标刻文明新高度

集美区推动“爱心厦门”建设走深走实，
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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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爱心厦门”是

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的内在需求。今年以来，
集美区在倡导广大市民
争做文明先行者的同时，
积极传播与爱同行的理
念，希望更多人加入共筑

“爱心厦门”的队伍，标刻
城市文明新高度。在集
美区，一项项旨在帮助残
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的工作不断在基层一线
落地生根，奉献互助形成
常态化，爱心氛围越来越
浓厚。

集美区在“爱心厦门”建设中，把
资源和力量投向最急需的人群，努力
让每一个最需要帮助的群众都能感
受到爱的温暖，其中包括大力推进爱
心助残工作。

对许多残疾人来说，尽情参与
体育运动是一种期待与渴望。集美
区灌口镇的朱德宁，幼时患有轻微
共济失调症，但他依然坚强乐观。
在市、区残联等部门的支持下，他克
服困难备战训练，在去年的东京残
奥会男子跳远T38级决赛中以7米
31的成绩夺冠，并打破该项目世界
纪录和残奥会纪录，最终实现了自
己的奥运梦。

为鼓励更多像朱德宁一样的残
疾人勇敢逐梦，集美区残联等部门今
年联合出台《集美区残疾人体育竞赛
奖金奖励办法》，对辖内参加残疾人
体育比赛并取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

及其教练员、赛事辅助人员在省、市
奖金奖励的基础上给予配套奖励，促
进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

此外，近年来集美区残联每年实
施重度残疾人康复体育进家庭服务
项目，为不易出户的重度残疾人提供
康复体育家庭服务，将迷你走步机、
简易脚踏车等康复体育器材、康复体
育方法、康复体育服务送入残疾人家
庭，帮助更多残疾人享受体育带来的
快乐。

有爱无“碍”，让残疾人动起来、
走出去，是帮助残疾人融入社会的
重要途径。在落实“爱心助残”行动
中，集美区着力推动无障碍环境建
设。在集美区行政服务中心，记者
看到，一段盲道从地铁站一直延伸
到行政服务中心入口；一楼办事大
厅内，设有方便坐轮椅残疾人的低
位柜台；每层楼都有无障碍洗手间；

电梯内也设置了带盲文的低位按键
和语言播报系统，一切设施都尽力
为来办事的残疾人提供方便，体现
出无微不至的关心。

今年，集美区进一步组织辖区
16个相关单位、5个残疾人专门协会
及各镇（街道）残疾人成立区无障碍
环境建设督导队，组织开展占用、妨
碍盲道整治行动，区属卫生健康单位
无障碍设施改造等工作。

这样的关爱一直延伸到残疾人
家中——家住东安社区的张阿姨，
因早年患脑膜炎导致肢体功能重度
障碍，外出需使用轮椅。今年，集美
区残联开展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为张阿姨家拓宽了房门、安装了
坐式马桶、低位洗脸池等，大大提高
了她的生活便利性。今年以来，全
区已有51户残疾人家庭享受无障碍
改造帮扶。

爱心助残
让残疾人共享美好生活1

爱心敬老
形成爱老助老浓厚氛围2

爱欣公寓为老
年人过集体生
日。（李 国 良
摄）

无障碍督导队
在督导过程中
为残疾人免费
提供手杖。（集
美 区 残 联 供
图）

●正式成立时间：2006年
●故事：每年，厦外都有百来

名高三学生在距离高考前4个月
拿到大学预录取通知书，这也意味
着他们的“学雷锋”征程开始了
——这是厦外为所有保送生设定
的课程：参加“回报母校，服务社
会”志愿服务。

厦外是全国16所拥有外语类
保送政策的外国语中学之一，从
2005年有首批保送生起，厦外就思
考如何利用好这独特的几个月，引
导这些优秀学生继续提升自己。

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关在书
斋里提前学习高校课程，不过，这所
中学的思政工作者看得更远——对
于厦外来说，育人的目标已经不仅
仅是毕业生能上一个好大学，而是
希望他们能成为“主动发展，个性鲜
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有思想力、
领导力、创新力的杰出公民”。

2006年，厦外正式启动保送
生“回报母校，服务社会”志愿服
务，每年选择在3月5日学雷锋活
动日展开，为期2个月，把保送生
推向社会大课堂。

保送生分组开展志愿服务，到
华侨博物院、陈嘉庚纪念馆、科技

馆等当义务解说员，到市图书馆做
义工等是保留“节目”，他们还利用
外语特长，用英、法、日、德、西班牙
语等语言讲解，并参与一些翻译工
作。

支教也是保送生志愿服务项
目，学生最远去过龙岩白沙中学和
南安乐峰中学。海沧中心小学表
示，每年都有厦外保送生到学校开
展志愿服务，今年已经是第5年，
这些小老师教授学习方法，孩子们
的学习因为有这些哥哥姐姐的加
入变得特别和有趣。

对于保送生来说，这也是一种
新的体验，一节课下来，嗓子又干
又痛。他们还发现：如果带上糖果
和饼干，孩子们会很高兴，当然，更
重要的是耐心。

志愿服务给一些学生新的启
发：自己要变得更加优秀，才能帮
助更多的人。

谢慧认为，保送生服务社会，一
定程度上能培养他们无论身在何
处，都能保持一份热忱之心，从而更
多地关注社会和表现出对他人的关
爱。她介绍说，有的保送生上大学
后，还带着大学同学再次回到支教
的学校开展帮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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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以下简称“厦外”），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搞得风风火火。

厦外副校长周毅介绍,厦外目

前至少拥有50支志愿服务队，其
中有十几支的队龄已有十几年，有
的服务队已经坚持开展至少16年
的志愿服务，“我们是妥妥的行动
派。”周毅说，在41岁的厦外校园
里，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接过这个无
形“接力棒”，投身到志愿服务中，
追求与利益无关的社会价值。

厦外党委书记、校长谢慧表
示，学校的德育工作如果停留在口
头上，那就无法知晓孩子内化到了
什么程度，因此要通过行动去潜移
默化，达到知行合一。

今天，将为您介绍这所全国文
明校园的几支特色志愿服务队。

“星光”
志愿服务队

贴心陪伴
星星的孩子
●成立时间：2009年8月
●故事：每隔一段时间，厦

外一群志愿者都要到一个专门
接收孤独症孩子的机构，参与
陪伴服务。

在陪伴之前，学生们都会
接受培训，如何和孤独症孩子
相处，接着他们会牵着孩子的
手，外出参观或是一起做游戏。

孤独症的孩子被称为“星星
的孩子”，因此，厦外服务孤独症
孩子的团队取名“星光”志愿服
务队，成立于 2009 年。2017
年，又成立“星陪”志愿服务队。
初高中分工不同：初中以陪伴孤
独症孩子为主，高中则联合兄弟
学校志愿者，定期举行义演义卖
活动，把筹集款项用于开展孤独
症儿童康复课程。

多年后，厦外的老师还记得
学生志愿者的感受：多跟“星星
的孩子”讲讲话，多花点时间在
他们身上，或许就会有小小的不
同，期待着这些小小的不同会照
亮“星星的孩子”的未来。

“回报母校，服务社会”志愿服务队

善用语言特长，他们更特别
家长义务交警
志愿服务队

每次任务
都被争抢

●成立时间：2020年6月
●故事：学生上下学时，学

校的周边交通总是令人头疼。
2020年6月，厦外在全市率先
组建了家长义务交警志愿服务
队，33名初中部家长志愿者经
过培训后上岗。通过校周边路
口疏导，带动学校周边交通更
加文明有序、安全顺畅。

从2020年开始，每届都有
初一新生家长参与，目前这支
家长义务交警队已经有 150
人，厦外保卫科副主任刘震每
周提前安排执勤时段，供家长
志愿者自愿挑选。

刘震说，每次执勤时段安
排出来，虽然不至于“秒抢”，但
一般都能在 20分钟内领完。
有的孩子已经初中毕业了，但
其家长仍坚持参加志愿服务。

在厦外所有志愿服务队伍
中，家长义务交警队是最年轻
的，但也是最特别的：将文明之
风辐射到家庭，为城市文明建
设出力。

▲厦外家长义务交警队员在执勤时帮助受伤学生。

在海沧中心小学支教在海沧中心小学支教
的厦外保送生志愿服务队的厦外保送生志愿服务队。。

该校拥有50支志愿服务队
队伍各具特色，最长队龄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