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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燎原，方兴未艾。在原平，有一
个爱心助学站，他们坚持党建引领，诚信
为本，创新奋进，二十载风雨兼程，令六
万桃李学业精进。到目前已累计筹集
爱心资金 2675 万元，接收学习、生活用
品 11.2 万件，惠及山西、陕西、内蒙古、
四川、云南、湖南、贵州等 10 多个省、区
的 6.2 万大中小学生，同时助力建起了
10 个图书室。其中，资助了国内外 297
所大学就读的1052名大学生，这些学生
中有 300 多名取得了博士、硕士学位，6
人获得了博士后证书。

原平市爱心助学站站长、“中国公益
杰出人物”石建华，回首20年前自筹3万
元办站建网的助学路，感慨万千。

党建引领大路宽

在爱心助学站，由退休发挥余热的
老同志、专业人才组成了“智库”，他们
当中的共产党员，成立了智库党支部。
联系助学工作实际，围绕为党育人、为
国培才的目标，助学站采取灵活多样的
方式，建立起微信群，充分发挥老同志
工作经验丰富的优势，适时开展调查研
究、专题研讨活动。

每月的15日举行智库成员座谈会，
为办好助学站出点子、提建议，他们抓
住年度总结、财务审计、廉政建设和信
任度调查四个重点环节，让成员们出谋
划策，促进了爱心助学事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2023年，助学站智库党支部被评
为忻州市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

助学创新口碑佳

从筹资创办助学站，到建立助学
网，一路走来，助学站紧紧抓住探索创
新这把“金钥匙”，开启了助学事业的新
局面。石建华站长带领志愿者队伍，踏

实工作赢得国内外爱心人士的信任，汇
聚起一笔笔助学资金，在调查、服务相
结合的基础上，让贫困学子受到资助，
收获温暖。他们的“四大创新”经验为：

模式创新。在推行传统型、探索
性、持久型三种助学模式的基础上，推
出大学生无息借用资助款，等归还后
再借给其他学生，通过滚动借用、永续
利用，使有限的助学资金发挥了更大
效益。

机制创新。为保护受助学生的家庭
隐私、避免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2015

年助学站实行“助学静悄悄，学子暖融
融”“润物细无声”的助学新做法。2019
年建成“爱心助学功德碑”，2021 年探索
出五个“延伸”的策略，2022年组建“慈善
园”，吸纳慈善公益组织，成立了原平市
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进一步发挥个
人与组织的双重作用，共兴助学事业。

方法创新。助学站把诚信作为办
站兴站的生命线，通过单位证件、受助
资料、工作程序“三公开”，接受资助
人、受助对象、内部、政府和社会“五监
督”，实现了资助人、受助人、政府“三

满意”，增强了助学的公信力、凝聚力
与感召力。他们坚持将接收到的资助
款物当日上网公布，并及时转发给受
助学生。在网上开设爱心助学馆，捐
赠人在奉献功德室里可查阅到捐赠款
物及其去向。

教育创新。助学站注重在受助学
生中开展感恩教育活动，举办座谈会、
进行书信交流、签订“爱心传递承诺
书”，激发了受助学生对党和政府的感
恩情怀以及回馈社会的责任感。现在
已有部分学生由受助走向自助，并走进
了助人的行列。他们自觉捐款设立的
助学基金，已达到73万余元。

遵法守规亮品牌

助学站经常组织工作人员学习《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
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组织公开募
捐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并联系工作实
际，融汇贯通，学以致用。他们从实际出
发，制订了聘用和管理制度、薪酬制度、
员工奖惩制度等七项制度和档案管理、
证件管理、印章管理等三项规定。

在助学站，工作人员依法依规，照
章办事，全方位公开透明，全过程民主
监督，形成了助学工作规范化、助学队
伍稳定化、助学运行民主化的格局。
2017年助学站被审定为“慈善组织”，获
得了公募资格证书。

原平爱心助学站曾荣获全省“最佳
志愿服务组织”“山西慈善奖”优秀慈善
项目奖，忻州市“最美志愿服务组织”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等奖项。石建华
也获得了全国“最佳公益精神奖”和“离
退休干部先进个人”“中国公益杰出人
物”称号，并入选“中国好人榜”。

（贾宣生）

爱的力量不仅在于它内嵌
于人性之中，更在于它能够感
化人、带动人，形成同频共振的
力量。这会让整个社会都更加
崇德向善

【人物】杨恩泽教授
【故事】2019 年 10 月 9 日，

天津大学教授杨恩泽逝世，但
此后 5 年里，杨恩泽生前捐赠
的奖学金，依然能在每年如期
到账。捐款来自杨恩泽的儿子
杨石，他遵照遗嘱，继续兑现
父 亲“ 连 续 捐 赠 20 年 ”的 承
诺。捐电脑、建科学楼、资助
生活困难学生……怀着赤诚
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杨
恩泽生前持续努力改善家乡
基础教育，诠释何为立德树人
的“大先生”。斯人已逝，爱意
仍在延续。

【点评】将大半生精力献给
教育事业后，杨恩泽教授留下
一份令人动容的遗嘱：卖掉自
己名下唯一的房产，一半的钱
留给天津大学，另一半留给广
东潮州饶平县所城镇中心小学。连续给该小学

“成和奖教奖学金”捐赠20年的承诺，由子女帮
着完成。“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杨恩
泽倾其所有的奉献背后，有甘为人梯的无私，也
有仁而爱人的赤诚。

从爱出发、用爱抵达、以爱回馈。期待更多
用真心打动真心、用爱心传递爱心的故事，让美
好发生在人们身边，让每个人都成为爱心的火
炬手。 （漆袁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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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全省“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原平市爱心助学站

爱心护航 托举希望

在忻州市中医院有一位四十出头的主治医师，他忙忙
碌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工作精益求精，认真负责；
与同事相应同声，互帮互学；对病患者满腔热情，暖心贴
肺。他一心扑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前沿阵地”，是一名拥
有大爱情怀的优秀白衣战士，他就是康复科大夫王新云。

做一名好大夫难，做一名优秀大夫更难。难的是成
年累月始终如一，为了患者恢复健康，同各种各样的病魔
英勇战斗，让病魔让路，让患者欣慰。王新云大夫正是以
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医疗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
量。

王新云大夫从医已经十二个春秋，他一直拥有医者
仁心的情怀，虽不善言辞，但总是用无言的行动践行着医
生的天职。从把脉到辨色，从望诊到问诊，从经方到针
灸，诊前诊后他总是亲历亲为，赢得了患者与医者的广泛
赞誉。患者评价他：“一位医术精湛的好医生、好大夫，有
好人品。”

王新云大夫所在的中医院康复中心是医院的“重点

区域”，病患较多，病情复杂，时时考验着他。“每一位入院
者需测血糖、测体温、测血压、做 CT，望闻问切，进行查
验、评估、诊断，工作量巨大，但是我们哪一步都不能掉以
轻心。”王新云大夫总是提醒同事。

他深知业务精通是医生治病救人的基础，也是一位
好医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为此他精心钻研历史医学文
献与当代医学经典案例，认真写出病理病案，提升医学的
认知高度与宽度，不断学习、探索祖国传统医学体系与现
代医学体系的结合点与融合点，使得在治疗诸多病患中
得心应手，还攻克了脑梗病人的针灸疗法。

科室井然有序，还要靠有效管理。他带头推动业务
知识学习，注意个人卫生形象，遵纪守法，在工作中认真
执行请销假制度、防预疾病制度以及关怀患病者守则，让
医患关系更加和谐。

小银针作用大，驱走病魔全靠它。让王新云大夫声
名在外的还有他的针灸技术。面对康复科“重点战区”里
复杂的病况，他像运筹帷幄的将军，充分应用传统医道，并
将其转化为克敌的利器。当现代医学仪器嗡鸣作响时，他
在《黄帝内经》泛黄的书页间寻找答案；当CT影像在屏幕
上闪烁时，他仍不忘三指搭脉体察患者的气血流转。

一位患者感慨地说：“王大夫的技术可谓古老的针
术传承到了现代，有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他的入针技
术无痛觉感，气感强劲，力道适当，穴位精准，深浅得
当，配穴到位。王大夫出手举重若轻，稳中求真，属上乘
本事啊！”

诊室里总是上演着动人的生命叙事。为久治不愈的
痢疾患者施长强穴三针，替面瘫妇人重描眉间笑意，给中
风老者续写人生新章。患者说他下针时“如春风化雨”，他
却自谦，不过是“承袭古法”。晨光里俯身施针的背影，暮
色中推拿理筋的掌温，诊室外与患者家属的促膝长谈，构
成这位不善言辞的医者最生动的诊疗画面。

暮色渐浓，诊室窗棂投下细密的格影，恍若王新云大
夫手中的银针在时光帛书上镌刻的年轮。他依然保持着
俯身问诊的姿态，白衣映着晚霞，恍如悬壶济世的古代中
医穿越千年而来。那些被他治愈的患者或许终将淡忘针
尖的微凉，却永远记得有双温暖的手，曾在命运的寒冬里，
为他们叩响春天的门扉。 （张和平 张海龙 任秀娥）

——记忻州市中医院康复中心针灸大夫王新云

妙手施针尽显仁心

爱心助学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