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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渴望亲情，看到别的孩子有父母疼
爱，心里自卑又嫉妒；他，渴望奔跑，却因为
腿脚残疾而无法出门，性格变得越来越内
向，甚至拒绝与人交流；他，父母常年外出务
工，从小缺失父母关爱，稚嫩的心灵无处安
放……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留
守儿童。

地处乌蒙山区的绥江，随着农村劳动
力大量外流，全县留守儿童也有很多。他
们，牵动着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无数善良群
众的心。

冰雪遇到春风就会融化；种子遇到雨露
就会发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是留守儿
童的父母，却胜似父母，他们用持续不断的
陪伴和无微不至的关爱，让留守的孩子们有
了温暖的港湾。在绥江，1329名热心人当起
了留守儿童的“爱心爸爸妈妈”，以爱之名，
守护花开。

用心结对——孩子有了新爸妈
“何妈妈，我来看你了，你身体好吗？工

作顺利吗？”2024年4月21日，在绥江县融媒
体中心工作的何秀萍见到了一名叫小健的
阳光大男孩，随着小伙子一声“何妈妈”的响
亮呼喊，一股浓浓的亲情味在办公室荡漾开
来。爽朗的笑声、自信的神色、热情的呼唤
……你很难想到，他10年前竟然是一名性格
孤僻的留守儿童。

2014年，绥江县组建“爱心妈妈”志愿服
务队试点，旨在开展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志愿
服务工作，何秀萍因此来到了新滩镇银厂村
22组，当起了小健的“爱心妈妈”。当时，小
健才 9 岁，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常年在外务
工，小健和爷爷留守在大山深处，相依为命，
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对母爱几乎没有什么概
念。小健很少与人交流，若是觉得爷爷唠叨
得烦了，他便捏紧拳头，咬牙切齿地对着爷
爷大吼大叫。对于这名陌生的阿姨，小健心
里更加抵触，无论何秀萍怎么与他“套近
乎”，他都不说话、不搭理、不接受。于是何
秀萍从辅导作业开始，用温柔的话语给小健
讲《三国演义》的故事，慢慢地，孩子不那么
抵触了，话也越来越多。半年后，孩子学会
了给“何妈妈”倒水。2015年，小健10岁生日
时，收到了“何妈妈”送来的精美礼物，顿时
感动得热泪盈眶，哽咽着说：“何妈妈，谢谢
你，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也是我第一次吃
蛋糕和第一次收到生日礼物。”10年过去，如
今的小健已高中毕业，他说，是“何妈妈”陪
伴他成长，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希望。

花朵的成长离不开甘甜的雨露和温暖
的阳光，从 2014 年到 2016 年，绥江县机关、
企事业单位共 180名“爱心爸爸”、756名“爱
心妈妈”与全县留守儿童结成对子，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10年过去，加入“爱心爸爸妈
妈”志愿服务团队的志愿者已超过 2000名，
一对一或一对多全覆盖结对帮扶的留守儿
童。学习上督促、生活上帮扶、情感上抚慰、
安全上监护……浓浓的父爱和母爱，呵护留
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用情关爱——陪伴成长不缺位
草长莺飞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节。

2023年4月23日是第28个“世界读书日”，在
绥江县新滩镇桂花小学，孩子们收到了“爱
心爸爸妈妈”捐赠的新图书。少儿文学作
品、经典名著、益智励志读物……当380多册
品类丰富的书籍被摆放在“静读小苑”书屋
的书架上后，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涌进了书
屋，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

“我最爱看《十万个为什么》！”
“我喜欢《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
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交织成大山里最

美的音符；一张张稚嫩的脸庞，纯粹而质
朴。2015年，绥江县审计局12名干部职工和
桂花小学的留守儿童结成对子，当起了孩子
们的“爱心爸爸妈妈”，将50多平方米的杂物
间改造成环境优美的“静读小苑”书屋，为孩
子们搭建起一个精神家园。“世界读书日”前
夕，“爱心爸爸妈妈”们响应“小书大爱，传递
爱心”号召，踊跃为孩子们捐赠书籍，和孩子
们一起享受读书的快乐，分享读书心得。“她
就像我的亲妈妈，把我接到城里，让我和她
的孩子一起逛公园、吃饭、做游戏，还给我买
公主裙，今天又给我们送书，实在是太开心
了！”10岁的小袖袖把亲手画的画递到“爱心
妈妈”手中，激动之情溢于言表。2024年“六
一”前夕，绥江县审计局的“爱心爸爸妈妈”
们组织挂钩村的留守儿童与自己的子女在
县城共同参与“情暖六一·与爱童行”六一关
爱活动。

爸爸妈妈不仅是称呼，更是责任。在绥
江县妇女联合会的指导下，“爱心爸爸妈妈”
按照“一周一教导”“一月一交心”“一季一活
动”“一年一节日”的安排，倾情守护每一名
留守儿童，陪伴成长不缺位。每周，“爱心爸
爸妈妈”会教孩子们梳头、洗衣服、做饭等生
活技能，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
高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和独立性；每月，“爱心
爸爸妈妈”会和孩子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深入
交流，聊学校趣事、谈困难需求、说理想愿
望，教给孩子们做人做事的道理，树立好家
风、好家教；每季度，爱心“爸爸妈妈”会到孩
子的学校，与教师深入沟通了解其学习情
况，陪伴孩子做亲子游戏，不断提高孩子的
团结协作能力；每年的“六一”儿童节，“爱心
爸爸妈妈”会到孩子的家里或学校陪孩子共
同过节，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到来自亲人的陪
伴和社会的关心。
用行动呵护——“爱心爸爸妈妈”再出发
“我宣布，绥江县2024年‘爱心爸爸妈妈

’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正式启动……”
2024 年 2 月 5 日上午，在省、市妇联的见证
下，在 100名留守儿童和 100名“爱心爸爸妈
妈”及相关部门的参与下，绥江县委、县政府
发出了新一年的关爱动员令。立足新阶段，
围绕《绥江县关爱和保护留守儿童和困境儿
童“守护花开”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深
化拓展“爱心爸爸妈妈”关爱留守儿童志愿
服务活动，组织动员“爱心爸爸妈妈”再出
发，切实当好留守儿童成长的引路人、守护
人、筑梦人。

“当妈妈难，当一名优秀的‘爱心妈妈’
更难。”2024年4月10日，云南省妇联召开了
一场深化开展“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三年行动视频会议，绥江县

“最美爱心妈妈”代表何秀萍在会上作交流
发言时感慨地说。

“爱心爸爸妈妈”，“爱”是根本，代表着
一份无私的爱和责任。它不仅需要志愿者
愿意为孩子们的未来和幸福付出自己的时
间和精力，更需要志愿者掌握情感支持、心
理疏导、教育支持等技能。为了保障志愿者
队伍的高素质和志愿服务活动的高质量，绥
江县建立起“爱心爸爸妈妈”志愿者准入制
度，同时考量其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社
会责任感和爱心。绥江县妇联联合关工委、

文明办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制度，
规范和促进志愿服务活动有效开展，
增强志愿服务者的纪律性。

呵护留守儿童，不仅需要情怀，
更需要专业知识，对“爱心爸爸妈妈”
来说，学习永远在路上。志愿服务团
队开展多样技能培训为“爱心爸爸妈
妈”赋能，让关爱帮扶留守儿童的工作
既有爱又走心。

“我们要帮助孩子克服自卑心理、
逃避心理、怨恨心理，帮助他们增强拥
抱温暖、直面困难、感恩社会的能力。”
在这场交流培训会上，数十名“爱心爸爸
妈妈”正在集体“充电”，他们当中有科班
出身的专业心理专家，有从事多年留守儿
童帮扶的专业社工，有熟知帮弱扶困政策
的民政工作人员，面对关爱留守儿童志愿
服务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大家纷纷根
据经验出谋划策。

“这次培训我很有收获，我感觉自己在
情感关怀与理解能力、沟通引导与倾听能力
方面得到了提升，但在资源链接与问题解决
能力、教育引导与榜样树立能力方面还很欠
缺，还需要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注重加强
团队协作。”来自绥江县职业高级中学的退
休教师、“爱心妈妈”张长英感叹道。多年来
她坚持用心用情关爱留守儿童，在守护花开
的道路上，张长英希望获得更多的专业技
能，这样在帮扶中就能把握孩子的成长发展
规律，也能更精准地帮助孩子们。

在绥江县，这样的培训并非个例。绥江
县妇联链接相关资源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爱
心爸爸妈妈”志愿者开展儿童法律、安全自
护、红色家风家教、儿童心理、感恩教育等知
识技能培训，不断增强志愿者的专业技能。
除了举办“线上+线下”心理辅导、技巧交流
等培训，还组织“爱心爸爸妈妈”参加学习
会、分享会以及聆听专家主题讲座，为“爱心
爸爸妈妈”赋能。

持续的关爱帮扶还离不开激励机制的
引导。绥江县建立起“最美爱心爸爸妈妈”
集体和个人评选制度，目前已累计评出 110
名“最美爱心爸爸妈妈”和12个“最美爱心爸
爸妈妈志愿服务小分队”，并在全县范围宣
传报道，激励志愿者深入开展关爱服务活
动，让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评选为“最
美爱心爸爸妈妈志愿服务小分队”的绥江县
审计局被昭通市妇联点名在绥江召开的昭
通市妇联 2024年党建带妇建工作推进会暨

“爱心妈妈”骨干培训会上作《党建带妇建
“七彩关爱”守护花开》的交流发言。

1329 名“爱心爸爸妈妈”填补了缺位的
父爱母爱，解决了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
的后顾之忧，撑起留守儿童蔚蓝的天空，为
绥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
兴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如今，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已经在绥江蔚然
成风。目前，绥江“爱心爸爸妈妈”关爱留
守儿童志愿服务活动得到了省、市、县妇联
的高度认可，2021年 11月，荣获云南省首届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银奖；2022
年 5 月，在 2021 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100”先进典型中获得“最佳志愿服务
项目”荣誉称号。

守护花开，爱无止境。新的起点，“爱心
爸爸妈妈”一如既往地奔走于乡村、农家、学
校，呵护着每一名留守儿童。春日暖阳下，
微光汇聚成一道道璀璨的火炬。

以爱之名，守护花开
——绥江县开展“爱心爸爸妈妈”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工作纪实 10年，栉风沐雨，砥砺向前。10年，

情系留守儿童，大爱无疆。
如果不是10年前一脚踏进绥江爱心

协会，黄维琴至今仍然过着平静的日
子。但当她走进那些留守儿童的世界，
亲眼见到孩子们的生活时，黄维琴再也
无法回到安逸宁静的小天地。如今，在
她的手机相册里，保存得最多的照片和
视频都是那些她曾经帮助过的孩子们。
每每翻阅浏览，黄维琴的眼神中总是会
流露出无私的母爱。

爱是星星之火，一经点燃便成燎原
之势。每当看到无助的留守儿童，黄维
琴的内心总会被深深地触动，她觉得自
己应该为这些孩子们做些什么。2014
年，正值绥江爱心协会成立，黄维琴毅
然加入协会，投身到留守儿童关爱帮
扶工作的行列中，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为孩子们带去温暖和关爱，弥补他
们缺失的亲情，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公益，能凝聚一股温暖人心的力
量。在过去的 10 年间，黄维琴从不
缺席绥江爱心协会开展的每一次活
动。在关爱留守儿童的道路上，黄维
琴不仅关怀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给他
们送去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还通过
定期走访了解孩子们的生活状况。
在孩子们面前，黄维琴是个充满温
情、善解人意的“爱心妈妈”，即使面
对孩子们的怨气、牢骚，她依然会耐
心倾听，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给
予他们鼓励和支持。久而久之，黄
维琴成了孩子们信赖、愿意亲近的

“黄妈妈”。
尤其让黄维琴倍感欣慰的，是

一个名叫吴林的孩子。10年前，吴
林刚满 10岁，因为常年缺乏亲情陪

伴，他变得十分内向，甚至孤僻，不愿与
人交流，学习成绩也很糟糕。黄维琴每
个月都会抽时间去看孩子们，陪他们玩
游戏，给他们辅导作业，倾听他们的心
声，渐渐地，吴林变得阳光开朗了起来。
在黄维琴的陪伴和关爱下，吴林一天天
长大，从当初那个孤僻内向的儿童成长
为一名阳光开朗的小伙子。从技校毕业
后，吴林成为了一家装修公司的设计师，
每当回到绥江，他总会来到黄维琴经营
的餐馆，看望陪伴他成长的“黄妈妈”。

10年来，黄维琴一直经营着这份“爱
的神圣事业”。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3
月，黄维琴还加入了共青团“伙伴计划”
和福兴社区“伙伴领航站”。每到周末，
黄维琴总会来到福兴社区的“儿童之
家”，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一起学习，让
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到关爱
和温暖。为了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情
怀，黄维琴还积极参与各种活动的组织
和策划。2024 年清明节，黄维琴带领孩
子们走进烈士陵园，祭奠革命先烈。在
雄伟的烈士纪念碑前，黄维琴轻声地给
孩子讲述烈士们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
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孩
子的眼神中流露出敬佩和思索，她知道，
就在这一刻，那些遥远的历史和伟大的
英雄精神正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大道不孤，大爱无疆。10年来，黄维
琴和她的伙伴们几乎走遍了绥江的村村
寨寨，捐款捐物、关爱陪伴、心理疏导
……日复一日地做着看似平凡却又伟大
的事。如今，黄维琴的“孩子”们有的已
长大成人，他们和“黄妈妈”一样，也加入
到爱心公益活动中。爱心就像一束束微
光，汇聚成火炬后将照亮更多留守儿童
的成长之路。

黄维琴：

十年坚守，用爱照亮成长之路

“快来围成一个圈，我们来玩大
风吹的游戏！”2024年12月的第一天，
恰逢周日，绥江县南岸镇互助村的院
坝里充满欢声笑语，20多名留守儿童
正在和他们的“梁妈妈”一起开心地玩
游戏。

2018 年，儿童福利工作领域诞生
了一个新职务——儿童主任。在绥
江，全县43个村（社区）建立起了44个
儿童之家，44名儿童主任当起了“爱心
妈妈”，关爱、陪伴着留守儿童，她们如
同孩子们的避风港，肩负着打通关爱
服务留守儿童“最后一公里”的重任。

来自绥江县中城镇农业村的“90
后”姑娘梁润之是南岸镇互助村的儿
童主任，也是孩子们的“爱心妈妈”。
每天，她都要骑摩托车从农业村出发，
沿着陡峭的山路往返 30多公里，用爱
陪伴和守护村里的20多名留守儿童快
乐成长。孩子们特别喜欢跟着“梁妈
妈”学知识、玩游戏，在欢笑中，“梁妈
妈”教给孩子们安全知识、自我保护知
识、法律知识，有时还带着孩子们做手
工，让孩子们的周末变得五彩缤纷。

“妈妈”是个神圣的称呼，对应的

是沉甸甸的责任。身材娇小的“梁妈
妈”的心思全在村里的留守儿童身
上。为了深入了解孩子们的具体困
难，她挨家挨户地上门走访，每到一
户，都会详细地询问孩子们的生活、学
习、健康状况，并根据孩子的不同情况
为其量身制定具体的帮扶方案。

令梁润之印象最深的是村里一个
名叫小芳的女孩。小芳3岁的时候，母
亲便离家出走，杳无音信，父亲常年在
外务工，小芳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由
于长期缺失关爱，她变得十分孤僻。
梁润之第一次见到小芳时，无论问什
么，她都低着头，也不说话。一次又一
次的交心谈心、一次又一次的温情陪
伴、一次又一次的鼓励开导……经过
一年多的努力，小芳终于变得阳光自
信了起来，不仅学习成绩不断提高，还
爱上了绘画和唱歌。

在互助村，像小芳一样的留守儿童
还有20多名。3年来，梁润之的脚步遍
布全村的每一个角落，孩子们依赖上了
这位阳光、温柔的“爱心妈妈”，她也成
了孩子们心中的“守护神”，每次看见
她，孩子们都会欢快地叫“梁妈妈”。

梁润之：

暖童心 护成长

2024年11月9日，板栗镇“爱心爸爸妈妈”为挂联的留
守儿童过集体生日。2024年“世界读书日”当天，绥江县公安局“爱心爸

爸妈妈”走进学校。

本版文图由通讯员罗洪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