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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待人热情温暖，做事雷厉风行，被不同年龄段的
社区居民亲切地唤作“王奶奶”“王妈妈”“王阿姨”“王
大姐”。她叫王兰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
金星镇“王兰花热心小组”党支部书记、“王兰花热心小
组”慈善协会会长，今年已经71岁。

16年前，退休后的王兰花以满腔热忱建立起吴
忠市首个社区志愿者服务小组；16年间，以她为代
表的“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逐渐成为吴忠市民广为信
赖的志愿服务品牌。而王兰花，也成了人们心目中社
区工作者践行为民服务的标杆、志愿者弘扬奉献精神
的模范和子女们传承家风的好榜样。

“有一分光，就要发一分热”

2004年8月，王兰花从裕西社区居委会主任的岗
位上退休。“突然闲下来，心里空落落的。”为让退休生
活更充实，一有时间，她便回到社区看望邻里们。

下水不通、暖气不热、空巢老人没人照顾、两口
子闹矛盾、小区卫生打扫得不干净、楼道里有人私拉
电线……左邻右舍一遇到烦心事，都习惯性地来找
王兰花。

“有一分光，就要发一分热。”2005年，王兰花与6
名离退休干部和爱心人士一起，成立了吴忠市首个社
区志愿者服务小组——“王兰花热心小组”。

2010年，裕西社区专门腾出230平方米的社区用
房，作为王兰花和志愿者们组织开展各类活动的地方，
即“兰花芬芳志愿服务之家”。渐渐地，王兰花和志愿者
们的热心服务被越来越多的街坊们所熟知。

单亲妈妈马瑞聪带着患有脑瘫的儿子，生活困难。
了解这一情况后，王兰花帮助母子俩申请了低保和廉
租房，通过残联请专家们为孩子会诊，并为马瑞聪联系
到一家物业公司上班。母子俩生活有了着落，王兰花这
才放下心来。

为了让居民能随时找到自己，王兰花在办公室准
备了枕头和被子，累了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群众来
找咱，这本身就是一份信任。再苦再累都是应该的。”面
对求助，王兰花总是倾尽全力。

2012年，“王兰花热心小组”成立党支部，由于她
工作成绩突出、居民信任、党员拥护，被大家选举为党
支部书记。

“群众有啥困难就‘点单’，咱们热心小组来‘派
单’，志愿者和服务组织‘领单’，管理部门‘记单’，发
挥联系服务、管理培训、孵化培育、整合资源、传播志愿
文化等功能。”王兰花带领志愿者们探索出依托区、乡、
村三级志愿者之家的志愿服务模式。

在服务居民的过程中，王兰花秉持“接待群众热
心、调查了解细心、教育疏导有诚心、调解纠纷有耐心、
处理问题有公心”原则。她说：“走到居民中去，面对面
交谈，真正了解大家的所思所盼，用真心去帮大家，群
众的心窝窝就会暖起来。”

16年来，“王兰花热心小组”累计发出1万多张热
心服务卡，募集120余万元爱心资金，救助3000多人
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600多件。

“志愿服务工作不能坐着等，要主动
走到群众身边去”

“2006年11月13日，居民耿秀兰反映邻居在楼道
架蜂窝煤炉子，造成污染，请我们帮助调解。”

“2010年 3月 19日，帮助居民马彦贵申请廉租
房。”

“2012年6月14日，邀请辖区孤寡老人一起过端
午佳节。”

…………
从事志愿服务多年，王兰花养成了做记录的习惯，

她把开展志愿服务的情况和感受一一写进日记本，为
年轻志愿者留下可以学习借鉴的经验。

翻开日记本，看到的是发生在王兰花身边的一桩
桩暖心事。

“为了救这个娃娃，那可是费了大劲。”翻阅2010
年2月10日的一则日记，王兰花的眼里泛起泪光。

那年，利通区金银滩镇一名6岁儿童患了白血病，
孩子的父母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还是凑不够医药

费。抱着一丝希望，他们拨通了王兰花的电话。
为帮患病孩子家庭解决困难，王兰花东奔西走，四

处联络，终于筹到13万元善款。在社会各界帮助下，孩
子得到及时救治。

“没有王阿姨，就没有孩子的今天。她的热心相助，
让我们全家看到了希望。”如今，孩子的母亲哈小兰也
成了一名志愿者，“我从王兰花身上看到了奉献的力
量，也想像她那样，尽力帮助他人。”

“志愿服务工作不能坐着等，要主动走到群众身边
去。”王兰花这么说，也一直这么做。

裕西社区曾有一对兄弟因家庭变故成了孤儿，王兰花
隔三差五为他们送去食物、帮他们清洗衣物，并联系学校
为他们减免学费。兄弟俩亲切地称呼王兰花为“王妈妈”。

在王兰花的帮助下，后来，兄弟俩有了稳定的工
作。耳濡目染中，兄弟俩也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无偿
为孤寡老人、贫困家庭送去服务。

居民张金霞生活困难，因忙于外出务工，家里80
多岁的老母亲和10多岁的孩子均无人照顾。得知这一
情况后，王兰花和志愿者们及时上门义务帮助照顾老
人和孩子。和老人聊家常，为老人和孩子买菜买药、送
吃送喝，并为老人和孩子申请低保。

回到家的张金霞从母亲和孩子那里听说了志愿者
帮助的事儿，找到王兰花后激动地说：“王阿姨，谢
谢你们对我妈和娃的照顾，你们的恩情我一辈子也不
会忘记。”

此后，“王兰花热心小组”又帮助张金霞在社区争
取到一个公益性岗位，使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着落。从
此，张金霞逐渐变成了“王兰花热心小组”的“铁杆粉
丝”。凡是“热心小组”有活动，她就跑来主动帮忙。

王兰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志
愿者队伍。清杂物、拾垃圾……哪里有需要，哪里就
有“王兰花热心小组”志愿者的身影。如今，裕西社
区的志愿者已从最初的20多人发展到168人。

“谁家都会遇到困难，我只是尽自己
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妈妈刚退休时，我们觉得她应该安享晚年。但她
选择成为一名志愿者，心思都用在了居民的事上。”提
起母亲，二女儿王会珍道出心里话。

王兰花说：“谁家都会遇到困难，我只是尽自己的
力量去帮助别人，做的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会觉得心里快乐、知足。”

王会珍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妈妈的帮助下，
解决了困难，过上好日子，我渐渐理解了：妈妈心中有
大爱。”

让王兰花特别欣慰的是，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也加
入了志愿服务队伍。“现在一有机会，我们就穿上志愿者
的红马甲，用实际行动传承志愿服务精神。”王会珍说。

王兰花始终坚信，奉献就是幸福，共产党员的价值
体现在为群众服务的一点一滴中。“看到老人的期盼、
孩子的笑容，我们就有坚持下去的动力和勇气。”王兰
花说。

在跟王兰花一起开展志愿服务15年的郭淑玲看
来，“兰花大姐是个热心肠，到现在还坚持和大家一起
做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虽已71岁高龄，可王兰花工作起来还是雷厉风
行。裕西社区党委书记黎梦琦说：“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王奶奶依旧是最积极的，小碎步走起来，连我们
都跟不上。”

如今在吴忠市利通区，以“兰花芬芳志愿服务”为
统一名称成立了多级志愿服务队伍，注册志愿者人数
达数万人。 （据《人民日报》）

一把焊枪，能在眼镜架、金项链上“引线绣花”，能
在紫铜锅炉里、电机轮骨架上“修补缝纫”，也能给导
弹、战车、潜艇“把脉问诊”……不管什么材质的焊接
件，不管多么复杂的工艺、多么严苛的标准，只要艾爱
国出马，就基本没有拿不下的焊接活儿。

在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
钢”）的焊接研究室里，记者见到了焊接顾问艾爱国。
他个子不高，一身蓝灰色工作服洗得泛白，脸上堆叠
的皱纹刻下了岁月的痕迹。

“做事情要做到极致、做工人要做到最好。”在焊
工岗位上辛勤工作半个多世纪，艾爱国用深厚的理论
素养和精湛的操作技能，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拼搏奉献
精神。

“拼命三郎”——
面对最苦最累的活，总是冲在最前

面

五米宽厚板连铸项目冷却水循环系统管道安装
现场，艾爱国手搭墙壁用力一蹬，两步就下到一米多
深的坑道。戴上手套，举着遮光面罩，他比划着给正在
焊接管道的同事们做指导。

三四十厘米宽的作业空间，把艾爱国卡在很靠前
的位置。焊花飞溅，弹在厚实的工作服上又四散开去。
热量不断侵扰着身体，才几分钟，他头上细密的汗珠
就凝结成豆大的汗滴，顺着脸颊往下淌。

“师父就是这样，面对最苦最累的活，总是冲在最
前面。”艾爱国的徒弟、湘钢焊接高级技师王国华说。

艾爱国是有名的“拼命三郎”。
1969年，艾爱国在湖南株洲攸县边远山村劳动，

因为干活最拼命，被全体村民及村里的知青，共同推
荐到湘钢当工人。

“当工人就一定要当个好工人，既要钻研技术，在
思想政治上也要追求进步，争取早日入党。”进厂前，
父亲嘱咐他。

在厂里，艾爱国敢于吃别人不愿吃的苦，受别人
不愿受的累。

当时，在所有焊接活中，大型铜构件焊接的难度
最大。

“焊接铜构件，必须先把它加热到几百摄氏度，焊
接点位处在预热温度阈值内的焊接窗口时间，一般只
有一两分钟，所以一旦开始焊接，就必须连续施焊，不
然焊缝就会开裂。”艾爱国告诉记者，“大型铜构件，一
次施焊可能需要直面高温、连续作业五六个小时，技
术的难度倒在其次，真正的考验是耐受力和意志力。”

1991年，艾爱国受命到湘乡啤酒厂帮助焊一口
从欧洲进口的直径3米多的大型糖化铜锅。在以仰位
焊接铜锅底部时，数百度的铜粒溅如雨下，剧烈的灼
烧感，让艾爱国疼痛难忍。他咬紧牙根，硬是手执焊枪
不松劲。任务完成后，摘下防护用的石棉手套，血泡已
经布满他握焊枪的那只手。

像这样的急难险重任务，艾爱国承担了很多。自
1985年入党，艾爱国坚持“做一名共产党员，我就要
做得更多”。

“钢铁缝纫大师”——
攻克数百个焊接技术难关

爱学习、肯钻研——这是老同事眼中的艾爱国。
在湘钢工作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多次参与我国重大项
目焊接技术攻关。

1982年，艾爱国以气焊三项和电焊五项等科目
全优的成绩，拿到了锅炉合格焊工证，成为当时全湘
潭唯一一个持有双证的合格焊工。

1984年，为了解决我国钢铁产能发展的“卡脖
子”难题，国家组织全国钢铁厂集中技术攻关。“贯流
式”新型高炉紫铜风口研发，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项。这
种风口是炼钢高炉输送焦炭粉的核心装置，这一零部
件在当时国际市场上价格特别高，并很难买到。国产
旧有零部件不耐高温，短则十天，长则两个月就需停
产更换，严重制约国内钢铁企业发展。

“人家能干，我们为什么不能干？”艾爱国用了
100多天时间，先是大胆提出采用当时国内尚未普及
的氩弧焊工艺，然后在一次次试验中不断创新，对焊
机、焊枪逐一改进，摸索出最佳焊接条件，最终成功完
成了焊接。

这项技术的成功攻关，直接推动全国钢铁产能提
升。1987年，艾爱国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后来，艾爱国又主持了焊接领域的诸多重大攻关
任务。支援首都钢铁公司制氧机安装，推动中厚板X
形坡口对接埋弧焊工艺创新，帮助解决我国某大型设
备0.2平方米紫铜导板上密集施焊难题……艾爱国
累计为我国冶金、矿山、机械、电力等行业攻克技术难
关400多个，改进工艺100多项。

许多企业的技术专家都称他为“钢铁缝纫大师”。
有人向他请教秘诀。他说：“哪里有什么秘诀，理论指
导实践，实践检验真理。”艾爱国特别注重理论和实践
的结合，“当一个好工人，成为一个好工匠，不但要懂
操作，更要懂工艺。”

这些年，光纸质版的笔记，艾爱国就整理了至少
十几万字。58岁时，他又自学电脑。如今，办公电脑
里，他收集整理了有关各类攻关案例的资料，已经有
几十个类别、上千个文件夹。“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
分学不到。”艾爱国常这样说。

“老黄牛”——
把这门手艺继续往下传

一路小跑过来，并腿，立正，“啪”的一声，欧勇敬
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退伍14年，这个40岁出头的汉
子还保持着在部队当兵时养成的习惯。

“说起来，当年我去当兵，还是师父帮忙拿的主
意。”欧勇告诉记者，1996年，他以技校实习生的身份
进入湘钢，就跟在艾爱国的班组学习。从基础操作开
始，一学就是9年。

2005年，我国海军某部队发出征召通知，鼓励年
轻技术工人应征入伍。欧勇打小就有当兵梦，有些激
动又有些犹豫，连日不在工作状态，艾爱国看出了欧
勇的心事。

“党和国家需要你去哪里，就去哪里。”艾爱国语
速不快，但字字有力。有了师父的支持，欧勇立刻报了
名。接下来3年，他在部队保质保量地完成指定的焊
接任务。服役期满，欧勇回到湘钢，继续跟着艾爱国学
习。如今，欧勇在湘钢技术质量新材料研究所刻苦钻
研，已经成长为焊接首席技师。

这些年来，艾爱国倾心传艺。他就像一头“老黄
牛”，默默地奉献。据了解，现在湘钢80%以上的高级
焊工，都是艾爱国带出来的。他们当中，有的已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
旗手等荣誉。还有很多徒弟学成后，在国内各个大型
企业，成为焊接班组的骨干力量。

2003年以来，艾爱国利用工余时间，义务给200
多名下岗工人和农村青年授课。“我们没有工作服，师
父就到处找工人换下来不再穿的工作服拿来用，还把
自己的新工作服拿来给我们穿；大家学理论有些吃
力，师父就一句句、一条条讲给我们听。”现在已是中
冶京诚湘潭重工设备有限公司铆焊车间二班班长的
刘四青说。

退休以后，艾爱国被湘钢返聘为焊接顾问。如今，
已经71岁的艾爱国，每天仍旧忙碌在克难攻关、传技
授艺的一线。“井水取不尽，力气用不完。”他要把这门
手艺继续往下传。

（据《人民日报》）

6月的陕北大地，林木葱茏。
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的狼窝沙生态治理区里，69岁的陕西省定边

县定边街道十里沙村党总支原书记、陕西石光银治沙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石光银，正手握斧子，为树木修剪枝杈。一旁，他“90后”的孙子石
健阳拿起3米长的高枝铲，用力一铲，把多余的枝杈铲下来。

“歇会儿吧，老石！”有人冲石光银喊了一声。在修剪树木的几
名村民很快聚拢过来，沙梁间，树荫下，拉开了林木规划、树种改
良的话题。

40多年来，石光银带领乡亲们治沙造林，在毛乌素沙漠南缘营造
一条长百余里的绿色长城，彻底改变了“沙进人退”的恶劣环境。他将
治沙与致富相结合，创造“公司+农户+基地”的新模式，帮助沙区群众
脱贫致富。

“恶沙不治，穷根不拔，我就枉活一世”

1952年2月，石光银出生在定边县毛乌素沙漠南缘的一个小村
庄。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地炕烂草棚，四季冒黄风，糠菜填肚
皮，十户九家穷。”当时的一首民谣，道尽了风沙肆虐之下，当地群众恶
劣的生产环境和贫苦的生活状态。

“小时候，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外出放羊，一场沙尘暴把我们刮跑
了。父亲出门找了3天，才把我找回家。小伙伴却再也没了踪影。”石光
银回忆，那些年，风沙掩埋了庄稼，撵着他们举家搬迁了9次。从那时
起，他便立下了治沙的志向。

1968年，石光银当选定边县海子梁公社圪塔套村小队长后，带领
群众苦战3年，在不毛之地种活了树林。“首战告捷，打破了乡亲们‘沙
窝里栽不活树’的观念。”石光银说。

1984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石光银成立了一家治沙公司——
新兴林牧场，承包治理3000多亩荒沙。

“我叫石光银，成立了一个荒沙治理公司，要治理狼窝沙。现榜告
四方父老，凡有人愿意与我一起治理狼窝沙的，一概欢迎……”在石光
银治沙展馆，一张落款日期为1985年6月5日的“招贤榜”十分醒目。

招贤榜贴出后，不少乡亲主动加入治沙队伍。“不治沙就没出路。”
跟石光银一起治沙的杨树华深有感触，“一场风沙能把种在地里的庄
稼全部掩埋，吃饭都成问题。”

只是，在寸草不生的沙漠里种树种草，谈何容易。为筹措树苗款，
石光银把家里养的84只羊和一头骡子拢在一起，赶到集市上卖。当
时，妻子拽着他的衣角不松手，石光银罕见地发了脾气：“恶沙不治，穷
根不拔，我就枉活一世！”

就这样，石光银带领乡亲们一头扎进了海子梁荒沙面积最大的区
域之一——狼窝沙。

“不能只顾自己，要带着群众一起干”

行走在狼窝沙林区，当年种下的小白杨，如今已长成十几米高的
大树。郁郁葱葱的树林里，不时可见狐狸、鸟雀等。面对面坐在地上，石
光银向记者讲起了治沙的艰难历程。

1986年，一战狼窝沙，失利；1987年，二战狼窝沙，又碰了一鼻子
灰。此时，有人想要离开治沙队伍，有人上门索要树苗款，更多的人开
始质疑。

“光银啊，乡亲们可全都看着呢，咱不能半途而废。”这一回，轮到

妻子给石光银打气鼓劲了。定边县林业局的技术人员也送来建议：沙
地栽树，光凭热情不行，还要学会运用技术。

1988年春天，石光银带领乡亲们，用驴车拉着树苗和10多万公斤
沙蒿、沙柳，再次开进狼窝沙。

跟前两次不同，这回，石光银用的是新学来的“障蔽治沙法”：在迎
风坡画格子搭设沙障，使沙丘不流动；在沙障间播撒沙蒿、栽植沙柳固
定流沙；然后种下杨树苗……他们在6000亩沙地上搭设了总长度达
800余公里的沙障。

“那些日子，我们拿着铁锹、背着树种、带着干粮，走到哪，就干到
哪睡在哪。住的是柳条和塑料布搭起的帐篷，吃的是又干又硬的饼
子。”回忆往昔，石光银目光如炬，“有人说我傻，自讨苦吃。我觉得，作
为党员，不能只顾自己，要带着群众一起干。群众吃够了风沙苦，我们
就得想尽办法把沙子治住。”

过了些时日，新栽的树枝上长出了鼓鼓的嫩芽。“树苗成活了！”石
光银说，“这给乡亲们带来了希望，大家认识到，只要有决心、有恒心、
有科学方法，就一定能治住沙。”

石光银带领乡亲们付出的心血终于得到回报，三战狼窝沙，5.8万
亩沙地造林成活率达90%以上。不仅如此，他后续承包的25万亩荒
沙、碱滩也得到了有效治理。

“要把治沙造林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

每次来狼窝沙，石光银都要叮嘱护林员及时修剪林木。“这些树木就像
是我的孩子，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我就安心了。”穿过一片樟子松林，回想
起这批树木栽种的情景，石光银眼含热泪。

那是2008年的植树节，石光银的儿子从外地调运树苗返回途中，不幸
遭遇车祸身亡。强忍着巨大悲痛，在儿子安葬后的第三天，石光银又奔赴治
沙造林第一线。

“生命不息，治沙不止。我虽然没了儿子，但还有孙子，要把治沙造林事
业一代一代传下去。”石光银说。

石健阳从记事起就看着爷爷治沙，读大学时选择了林业专业。如今，他
回到定边，与技术团队一起开展林下经济科研活动。“爷爷一直是我心中的
榜样。”石健阳说，“我要发挥专业特长，研究适宜沙地生长的经济作物，再
带动瓜果蔬菜的种植，形成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不仅治沙，还要致富。近年来，通过成立联合党支部，采取“公司+农
户+基地”的发展模式，石光银联合1000多户农户，先后办起了千亩樟子松
育苗基地、千亩辣椒种植基地、百头肉牛示范牧场、3000吨安全饲料加工
厂等经济实体，帮助乡亲们年人均收入过万元。

走进定边县十里沙村，道路两旁的蔬菜大棚里生机盎然。村民崔
浩正在自家大棚里忙活，他说：“再有半个月，辣椒就上市了，不愁销
路，去年收入超过6万元！如果没有石光银带着乡亲们治沙，哪有现在
这样的好日子！”

“在老石的帮助下，我们走上了壮大村集体经济、共同致富的路子。仅
322座蔬菜大棚，去年就为农户增收480多万元。”十里沙村党支部副书记
蒋杰说。

“立下愚公移山志，誓将沙漠变绿洲。”在榆林市委书记、市长李春临看
来，正是以石光银为代表的一大批治沙造林人的艰苦奋斗，让定边县毛乌
素风沙草滩区变成了“塞上粮仓”。

“我会当好守林人，守护爷爷、父亲两代人的成果，把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理念传承下去，让‘沙漠绿洲’成为乡亲们持续增收的‘金山
银山’。”石健阳说。 （据《人民日报》）

“七一勋章”获得者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王兰花热心小组”党支部书记王兰花——

志 愿 服 务 温 暖 你 我
●刘峰

王兰花在翻阅志愿者日记王兰花在翻阅志愿者日记。。 刘峰刘峰摄摄

艾爱国艾爱国。。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焊接顾问艾爱国——

“ 做 工 人 要 做 到 最 好 ”
●申智林

陕西省定边县定边街道十里沙村党总支原书记石光银——

誓 将 沙 漠 变 绿 洲
●龚仕建

石光银在自己最早治理的石光银在自己最早治理的““狼窝沙狼窝沙””
林地里林地里（（20202020年年55月月3030日摄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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