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故事
!

吕海英：从辍学女孩到义工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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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罕区食药监局应急处置大练兵
为训练和提高一线执法人员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能力，11月15日，赛罕区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举办了一场通过情景构建、任务设定和角色扮演的食品
安全事件应急演练桌面推演培训。本次应急演练主要模拟针对某中学食品安全突发事
件，赛罕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指挥部及其部分组成单位开展信息报送、会商研
判、决策指挥等应急处置工作。模拟演练现场按照情境导入、分组讨论、会议协商、信息
发布等流程有序开展。现场设置事件调查组、人员救治组、危害控制组、新闻宣传组等分
别对事件调查、评估检测、舆情监测等环节进行模拟推演。要求各部门能够根据事态发
展和食品安全事故应急管理相关规定及时按照职能及工作流程，提出相应的应急处置
方案和措施。推演中，通过小组共同讨论协商、梳理应急工作任务和处置流程等相关
问题。指挥组统筹协调，事故调查及时深入，人员救治有序到位等，各组人员各司其
职，针对突发事件有步骤、有计划地采取应对措施。桌面推演结束后，赛罕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董飞云对演练过程中发现的亮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此
外，本次演练就监管人员如何正确回应舆情
信息进行了专题培训，模拟召开新闻发布会。

（食 宣）

鄂尔多斯市的吕海英
自1994年从事公益事业到
现在，志愿服务时间累计
超过1万小时，她长期关爱
着孤残老人16位、先后资
助贫困学生52名、长期关
怀留守儿童40名、个人累
计捐款60余万元；带领团
队为800多名贫困学子、
1900名留守儿童和500多
名孤残老人提供长期帮
助。2017年11月9日，吕海
英荣获第六届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11月25日，吕海
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3年的公益路确实苦过、
累过、艰辛过，但一路上爱
意暖意的交相传递，让我
更快乐、满足。”

一个简单的承诺

1971年，吕海英出生
在赤峰市巴林左旗一个普
通农民家庭。1992年，21岁
的她来到鄂尔多斯市准格
尔旗薛家湾打工。住在单
身公寓，她经常看到一对
老夫妇的身影 ，打听后得
知这对老夫妇的女儿工作
忙，不能每天来照顾他们。
于是，吕海英开始尝试走
进他们的生活，陪他们说
说话，帮着做些简单的家
务活儿。时间久了，吕海英
和石老夫妇建立了深厚感
情。有一天，石奶奶对她
说：“海英，像我们这样的
空巢老人还有好几位，你
愿意看看他们吗？”吕海英
说：“当然可以。”就是这样
一次不经意的对话，让她
从1994年起一头扎进志愿
服务的“大海”，开启了公
益事业的远航。

今年83岁的周德科在
40年前身体致残，生活不

能自理，平时由老伴儿照
顾生活起居。周德科一家
居住在山上，生活中最大
的难题是吃水问题。他的
老伴儿是个裹脚老太太，
不能承载担水重力，平时
生活用水只能用盆去端。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很大，
老伴儿出去取水不小心滑
倒，导致骨折。吕海英偶然
听说此事后，就去了周德
科家，承诺以后担水由她
负责。周德科不忍心看这
个女孩受累，便说：“担水
这个活儿看似简单，其实
不容易，虽然担水的地点
不远，但是去的时候是上
坡路，回来的时候是下坡
路，我们老两口以及养的
两头猪都要吃水，一周至
少得担水两次，每次五担
水，你能行吗？”吕海英想
都没想说：“没问题。”第二
天，吕海英便扛着扁担走
进了两位老人的生活，这
一担就是9年。9年里，她不
知流过多少汗，湿了多少
次鞋。尤其刚开始的3个
月，担完五担水之后，吕海
英肩膀上的肉都粘在了衣
服上，一动钻心地疼，她咬
牙把毛巾叠起来放在肩膀
上来缓解重力。但在两位
老人面前，她从来没有流
露出一丝痛苦。

在9年义务担水的过
程中，吕海英还自掏腰包
为周德科家买来米面和生
活用品。每次担水结束后，
吕海英总会把周德科抱在
轮椅上，推出去晒晒太阳，
陪老人聊天，给他理发。她
用9年的行动打动了周德
科的亲戚，亲戚们为周德
科家打了一口井。虽然现
在吕海英不用给周德科家
担水了，但隔一段时间她

会去看看周德科。
如今，有16位孤残老

人在吕海英的长期关爱
下，安度晚年，他们逢人便
夸这个“外姓女儿真好”。

23年资助52名贫困学

子

“我们家里姊妹5个，
学习都很好，上大学是我
们5个人的梦想，但因家庭
原因我上初中时辍学了，
后来辗转到呼和浩特市打
工，之后我又上了职业学
校，毕业后来到薛家湾打
工。”吕海英告诉记者。

1994年春天，吕海英
结识了一个叫红霞的姑
娘。红霞的母亲是精神病
患者，爸爸常年在外上班，
红霞除了学习，还要做家
务、照顾母亲。听到红霞的
境遇，吕海英非常同情她，
便买了一些生活日用品去
看望红霞，这让红霞深受
感动。此后，红霞的生活中
多了一个“吕妈妈”，而当
时吕海英刚20岁出头。吕
海英结婚后，生活也不宽
裕，但她还是会在每个周
末把红霞接到自己家里。

一次，吕海英从电视
上看到贵州、云南山区有
不少孩子连9年义务教育
都无法完成，虽然当时她
每月收入只有400元，但是
她还是拿出一部分钱来资
助了两名小学生。当时，吕
海英所赚的薪水可谓是一
份掰成三瓣花，一份给孤
寡老人，一份给贫困学子，
最少的一份留给自己。

就这样在23年的时间
里，有52名孩子得到她的
长期资助，如今已经有15
人上了大学，1人在读研究
生。提到这些孩子们，吕海
英说：“我对他们没有任何
要求，只是希望他们在我
的帮助下健康成长，将来
有一颗感恩的心回报社
会。”每当逢年过节的时
候，吕海英总会收到孩子
们的短信和信件，孩子们
说：敬爱的吕妈妈，您不仅
是您女儿一个人的妈妈，
您更是我们52名寒门学
子、40多名留守儿童的妈
妈。您放心吧，等我们学业
有成的时候，一定会把您
的这种志愿服务精神传承
下去，把您的爱延续。

创办义工协会

“一个人很渺小，所以
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去带
动更多的人，让点滴爱心
汇聚成温情暖流。”吕海
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
做的。

2012年，吕海英联合
几位爱心人士创办了准格
尔义工协会，这是当时准
格尔旗第一家正式注册的
非盈利社会团体。从这时
起，吕海英真正有了自己
的公益阵地。

几年来，由吕海英策
划、组织、督导的10个常态
化公益项目利用社会资源
成功运作。截至2017年6

月，该协会从最初的11名
义工发展到了1000多名义
工，从刚成立时3个部门发
展到20个部门。协会在发
展壮大的同时，健全了管
理制度和机制，并在2014
年建立了党支部、团委、工
会。为了让志愿服务社会
化、基层化、企业化，在吕
海英的多次努力下，协会
在企业基层成立了8支分
会队伍。她还组织志愿者
进行了培训。

4年多时间里，吕海英
先后发起大型活动400多
次，动员志愿者4万多人
次，受益群众达6000多人，
筹集善款400多万元。在吕
海英的帮助下，800名贫困
学子步入大学校园，1900
名留守儿童得到了长期帮
扶。吕海英带领志愿者长
期服务6所敬老院500多
位孤残、空巢、留守老人。
她还设立了网络微信平
台，帮助残疾人义卖手工
艺品，帮助基层残疾人义
卖农产品，成功帮助20多
位残疾人脱贫，自食其
力；帮助23名重症患者通
过义卖义捐等形式，筹集
善款120多万元。为了让
留守儿童得到关爱，她近
百次走基层、进社区，调
查走访了解留守儿童、单
亲家庭子女、外来务工子
女现状，建立了“关爱留
守儿童家园”大学生义教
团，每周不定期由大学生
义教团青年志愿者以不

同形式到各个基层学校关
爱留守儿童。目前，有基层
社区4所学校建立了留守
儿童驿站，有300多名留守
儿童得到长期关爱；为了
让志愿服务走出内蒙古，
她带领志愿者3年5次到乌
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清
水河县和云南山区、贵州
山区捐资助学。

回想起2012年第一次
组织助学活动，吕海英感
慨万分。她说，当时人们的
贫困助学意识淡薄，她发
动家人、朋友、学生家长参
与助学活动，可是不少人
都拒绝了。为了争取大家
的支持，吕海英带着他们
到受助学生家里了解情
况，很多人被吕海英的执
着感动，由最初的不支持
到加入助学行列，其中有
些人还成为了优秀公益
人。

吕海英发现，很多学
生因为贫困，内心自卑，不
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每
当遇到这样的学生，吕海
英总会到受助孩子家里，
与受助孩子面对面交流。
为了打开孩子的心结，吕
海英会给他们讲自己辍学
的故事以及后来的成长经
历，告诉他们接受别人的
帮助只是暂时的，他们生
活自立以后也可以成为助
人者，去帮助更多有困难
的人。每当孩子打开心结
接受资助时，都是她最开
心的时刻。

文·摄影/本报记者 范亚康

吕海英到山区慰问贫困学生（资料图片）

照顾周德科老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