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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朱秋霞）新年第一
天，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带着
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来到市第
一人民医院的肿瘤病房，看望
住院肿瘤患者，给他们带去“新
年的第一缕阳光”。

1月 1日早晨，室外天气寒
冷，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病区
病房里却暖意融融。市慈善总
会会长李国忠和市肿瘤防治与
康复协会的义工们，带着鲜花、
慰问信、康复杂志和慰问金，亲
切看望慰问在这里住院治疗的
肿瘤患者，鼓励他们积极与病
魔斗争。李国忠与住院病人亲
切交谈，询问他们的病情，目前
的康复状况，鼓励他们坚定信
心，勇敢面对。

面对真情慰问，住院患者
及其家属纷纷表达了感谢，并
表示会直面人生，增强战胜病
魔的信心。“对我们这些生病的
人来说，感觉很温馨，鼓励了我
们，对生命继续充满希望，体现
了我们镇江人有大爱，有真
情。”照进病房的“新年第一缕
阳光”，让患者张先生倍感温
暖，也多了一份与疾病作斗争
的信心。

据了解，“新年第一缕慈善
阳光行动”，自 2004 年元旦开
始，已持续 21 年。我市已有
5000 多名住院肿瘤患者，在新
年伊始收到了这份惊喜。今年
他们慰问了江大附院、市第一
人民医院、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市中医院等住院治疗的 340 名
肿瘤患者，发放慰问品近 8 万
元。

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志愿
者工作部主任张碧云介绍，市
慈善总会从2011年介入这个活
动开始，慰问肿瘤患者共计
2000 多人，发放慰问品近 90万
元。新年“第一缕阳光”照进肿
瘤病房，已是“大爱镇江”的一
张闪亮名片，2017 年，获评“江
苏省社会组织十佳公益服务项
目”，2019 年获镇江市政府“慈
善奖”。“希望他们能够在新年
的第一天就树立起战胜病魔的
勇气，用一种比较好的状态来
迎接生命里的挑战。”张碧云表
示。

“新年第一缕慈善阳光”照进肿瘤病房
21年来，5000多名住院肿瘤患者收到新年慰问

本报讯（朱秋霞 付超）2023
年 12 月中旬以来，气温骤降，丹
阳市民政局扎实开展困难群众

“寒冬送温暖”活动并对流浪乞
讨人员进行专项救助，确保他们
平安过冬。

丹阳市民政局加大对重点
服务群体走访力度，发动基层力
量全面巡访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空巢独居老人、困境儿童、留
守儿童和生活困难残疾人等特
殊困难群体，累计摸底排查困难
群众7924人，为困难群众送去防

寒保暖物资525套。
同时，深入开展“寒冬送温

暖”专项救助，会同公安、城管等
部门加大街面巡查力度，对桥
梁、隧道、建筑工地等流浪乞讨
人员易露宿场所开展不间断巡
查，对发现的流浪乞讨人员，积
极劝导其进入救助站接受救助；
对不愿进站接受救助的，提供棉
衣、棉被、饮食等物资，发放救助
名片。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丹阳
市民政局共救助17人次，发放防
寒保暖物资35件。

丹阳民政局开展
“寒冬送温暖”活动

本报讯（朱秋霞 万翔）1月
1日上午，金山公益志愿者带着
营养饭菜和牛奶、水果走进医
院和养老机构探望了 5位住院
治疗的失独老人，将 2024 年的

“第一份爱”送到了病床前，让
病中失独老人在元旦佳节“失
独”不失爱，切实感受到了“人
间自有真情在”的冬日温暖。

失独老人汤和生病床前，
志愿者们和汤大哥聊天。汤和
生说，真是有点遗憾，今年不能
够和大家一起去送温暖了。汤
和生是镇江失独老人中优秀志
愿者代表，他常年与志愿者马
巧云一起坚守江滨医院，陪伴
失独老人就医，提供帮助，先后
被评为省、市、区优秀志愿者和
江苏好人、镇江好人。

镇江经开区姚桥失独老人
郑明华正在江滨医院呼吸科重
症监护室接受治疗，见到志愿
者们到来，高兴地挥手道：“大
家新年好！”71岁的郑明华 5天
前因咯血、心衰被送到江滨医
院急救中心抢救，24 小时后转
入呼吸科治疗。老伴吴安林告
诉记者，他们夫妻俩是“老病

号”，而且常常因病情危急由
120送江滨医院抢救，金山公益
志愿服务的城乡无缝对接，让
农村的失独老人也能在举目无
亲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得到金
山公益志愿者的帮助，已经两
次让他们夫妻俩闯过鬼门关，

“今生真的无法用语言来表示
对志愿者的感激之情。”

“大姐，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馨境、你是皎洁，你是张
鱼头！”因糖尿病、高血压住院
治疗的独居老人汤荷娣用微弱
的视力，辨别着前来看望的志
愿者。志愿者“云云”介绍，汤
荷娣的病情非常严重，之前一
天还上了监护仪，若控制不好，
双目不仅会失明，脑溢血的概
率也很大。从汤荷娣住院以
来，志愿者“云云”“大辫子”就
一直守候在老人身边。根据老
人情况，志愿者“老万”叮嘱汤
荷娣，抓紧时间确定“意定监护
人”，金山公益志愿者团队将作
为监督人监督“意定监护人”履
行相关条款，确保其未来生活
得到保障。

躺在中医院病床上的失独

老人沈焕新迎来了志愿者梁国
蝉和李玉清。沈焕新说，病痛
折磨，但志愿者的爱一直温暖
着她，面对这辈子无以回报的
爱，只能在去世后，捐献出老两
口的遗体，以此回报社会。

在九久老年康复中心，志
愿者“馨境”“老万”带着水果探
望了独居失独老人唐德龙。老
唐见到志愿者，犹如见到了亲
人，泪水止不住地直流。在护
理员的精心照顾下，唐德龙的
身体日渐好转，从一日三餐只
能吃糊糊，到眼下可以自己吃
软饭菜，也长胖了许多。老唐
新年的微心愿就是“砂糖橘、鸡
蛋糕”，志愿者说，随后就送来。

记者了解到，金山公益志
愿服务总队成立 13 年来，坚持
365天、24小时为失独老人提供
志愿服务。仅2023年就组织各
项活动 169 场次，参与人数达
6313 人次，为失独家庭提供助
医陪伴服务229人次，志愿者甘
当失独老人生命最后一站的守
护者，2023 年志愿服务时间银
行全年登记志愿服务时长达
4693小时。

“新年第一份爱”送到失独老人病床前
13年来，金山公益志愿者坚持365天、24小时提供志愿服务

陈文 吴为 翟进

近日，室外云淡暮寒，镇江经
开区平昌中心社区新瑞苑一间出
租屋内却暖意流动。“老赵，这是
一条厚实的毛毯，给你加在被子
上。最近天太冷，要注意保暖
啊！”说着，柯培德开始拾掇被褥，
整理着杂乱的房屋。

此前，家住丁岗镇新茂社区
的柯培德与独居残疾的老赵相识
偶然，并无太多人生“交集”。去
年 8 月的一天，柯培德看到路边
有一位老人行动不便，主动上前
将他送回住处。交谈中得知老人
姓赵，大路镇人，独自租住在新瑞
苑，平时也没人照顾。临走前，柯
培德将手机号码写在老赵家的挂
历上，告诉他“有事打电话”。

去年 10 月 3 日凌晨 3 时许，
电话真的来了！话筒那头是消防
队员的声音。原来，老人的简易
床铺半夜突然坍塌，人被困床下
无法动弹。邻居闻声报警后，消
防队员在挂历上看到柯培德的电
话，以为是老人的家人。当夜，柯
培德与消防队员一起将老人转移
到隔壁房间妥善安顿。天亮后，
他又带来维修工具将床铺修好，
送来大米、食用油、面包等，还为
老人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老人
湿了眼眶，连声说着“谢谢”。

一句谢谢仿佛为柯培德续上
了无穷力量。自从 2007 年落户
镇江后，柯培德志愿服务的步履
从未停歇。近年来，受助群众送
来 5 面锦旗赞他“助人为乐”“大
爱无疆”。去年，柯培德还因及时
救助伤者受到镇江经开区见义勇
为基金会的表彰。

熟悉柯培德的人都知道，他
是一位将好事做到极致的人。
2017年元旦中午，当天气温在零
下 3℃左右，柯培德正在停车场
洗车，忽然听到有人喊“救命”，他
循声发现停车场附近的水塘中有
人不停挣扎。岸边聚集了不少
人，但因水深天寒都不敢下水施
救。柯培德来不及多想一边脱外
套一边冲向水塘扎进水里。游到
落水者身边时，落水者的双手死

死抱住柯培德，拖着两人慢慢向
下沉。柯培德冷静地深憋一口
气，掰开落水者的双手，拽住她的
衣领使劲向岸边游去。在群众的
帮助下，落水者得救了！

这次水中救人的经历，让柯
培德体验到生死一瞬的危险。他
意识到救人必须掌握专业技能。
此后每年夏天，他苦练泳技并学
习救生专业知识。2021年夏，柯
培德通过考试取得了游泳救生员
职业资格证。

身为丁岗镇新茂社区居委会
委员，柯培德在工作中常常听到
群众反映居民楼里有蜂窝“扰
民”。他不仅主动帮忙处理蜂窝，
还自掏腰包买来专业防蜂服等工
具，摸索出一套专业驱蜂技能。

去年 6 月，柯培德得知新茂
苑20栋501室居民因家里有蜂窝
不敢回家，他立即穿上防蜂服上
门查看。该居民表示，这个蜂窝
已经驻扎四五年了，一到夏天经
常蜇人，今年他们只能搬到隔壁
小区另外的房子居住。柯培德打
开这家门后惊呆了，马蜂满屋子
飞，经检查发现蜂窝隐藏在卫生
间吊顶里。待到晚上 6点多钟马
蜂归巢后，柯培德全副武装进入

“战斗”，不料马蜂瞬间将他包
围！经过 3 个多小时清理，这个
长约 1.2米、宽约 0.7米的蜂窝终
于被摘除。回家后，柯培德发现
脸上手上多处被叮咬，第二天嘴
巴成了“香肠嘴”。同事笑称：“一
看老柯，就知道又跟马蜂的百万
大军战斗了”。近年来，柯培德累
计帮助群众摘除了 26个蜂窝，身
上“肿包”了无数次，类似的玩笑
话在他听来就是对自己的肯定。

走过风雨，才懂人生。其实，
这些年来柯培德的家庭生活状况
并不乐观，甚至拮据。他的妻子
因患病需长期服药治疗；家中 3
个孩子最大的才 15 岁，都在上
学。因为“淋雨”，所以见不得生
活不如意的人再遭苦难，在为别
人撑伞的同时自己仿佛“被治
愈”，这或许就是柯培德、一位普
通中共党员勤做善事的初心。

在为别人撑伞时
自己仿佛“被治愈”

“新镇江人”柯培德志愿服务步履从未停歇

为做好西津渡景区元旦跨年夜活动，2023年12月31日晚，镇江公安巡特警景区警务站坚持靠前
一步、主动作为，积极构建“警察在身边”工作格局，推动“群众有困难找警察”向“警察在困难群众身
边”转变，加大夜间景区警力投放，在接受群众求助的同时，同步开展巡逻防控警务活动，唱响为民服
务主旋律。 马镇丹 王琦 吴天皓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