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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伟和他的义工团队

文·摄影/本报记者杨佳

首府着力解决军转安置问题

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军转安置工作，为了解决好军转安置工作的最后一

公里问题，专门印发了《呼和浩特市计划安置军转干部办事流程及办结时限》的通知，要

求在接到军转办出具的行政介绍信之日起，一个月内办理完军转干部的定位、入编、工资

核定和发放等相关手续。并对用人单位、编制、人社和财政等职能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分

别限时5个工作日。

还要求军转干部随调家属与军转干部同步接收安置，同时发出报到通知。要求各区

人社局在随调家属持军转办开具行政介绍信报到之日起两个月内，完成军转干部随调家

属的接收、定位及工资接续工作。

同时制作了计划安置军转干部办理相关手续跟踪表和军转干部随调家属定位跟踪

情况表，对用人单位报到时间、定位时间，编委办、人社局、财政局职能部门的受理时间、

批复时间、工资发放时间、签收人等都进行随时跟踪，要求及时将手续办结情况反馈市军

转办。对不顾大局、不讲政治、不按时办理接收安置手续的单位，严肃批评教育并追究主

要领导的责任。由于市领导重视、措施得力、组织严密、各负其责、加强监督，计划安置军

转干部和随调家属都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圆满完成了任务。

（韩丽珍）

结识罗伟， 是因为他

曾向记者提供了一条不错

的新闻线索， 虽然相互加

了微信， 但是那次采访之

后就并没有什么联络。前

些日子， 突然被老罗拉进

了他组建的义工微信群，

这才知道， 原来他近几年

一直在从事社会公益活

动。 看着群里每天传递的

各种爱心和正能量， 不免

有些感动， 也因此特别想

约老罗聊一聊， 于是便挖

掘出了他和他的义工团队

的爱心历程。

走上公益之路

老罗今年47岁，老家在

和林格尔县的一个小村子。

2003年，老罗拖家带口来到

呼和浩特市，在同学的帮助

下进入了建筑行业。经过11

年的打拼，目前已经是业界

里的成功人士。

2014年， 建筑市场开

始疲软， 老罗的业务也处

于暂停期。 处理完手头所

有的债权债务， 没事儿干

的老罗开始学习使用智能

手机， 通过搜索“附近的

人”，他无意中加入了和林

格尔县义工协会的微信

群。当时，公益对他而言，

只是一个“帮助有困难的

人”的概念，怎么组织？怎

么实施？他都一概不知。

2014年8月26日，和林

格尔县舍必崖乡柴六营村

一名7岁的小女孩被同村

一智障女疯砍30余刀，失去

右臂。突来的横祸和大约10

万元医疗费用让这个农民

家庭陷入绝望。当时，和林

格尔县义工、和林格尔县爱

心衣物救助站，以及和林各

界爱心人士共同发起了“救

救孩子” 宣传募捐活动，作

为加入公益团队的新人，罗

伟参加了为孩子募集医疗

费用的募捐活动。

这次爱心活动不仅在

现场募捐到了1万多元善

款。几天后，通过社会各界

的捐献， 共为孩子筹集善

款12万多元。 通过这次活

动， 老罗第一次见识到了

公益的力量， 体会到了帮

助他人带来的快乐， 也深

深地爱上了这项只求付出

不求回报的事业。

此后， 老罗同时参加

了官方和民间的多个慈善

组织， 几乎把所有的精力

都投入到了公益事业当

中， 也成为了首府慈善界

的知名人士。2016年底，呼

和浩特市红十字会特别为

罗伟颁发了大旗， 对他的

爱心给予肯定和鼓励。

在奉献中收获快乐

“身为公益团队的组

织者和发起者， 自然肩负

着‘领导’的职责。但是这

种‘领导’不能是从言语上

指手画脚， 制定所谓的政

策让大家去执行， 而是需

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比

其他成员付出更多的去带

动和感染大家。 一些民间

公益团队从组建到无所事

事甚至解散， 这便是其中

最主要的原因。” 老罗说，

大家做公益献爱心， 是为

了从奉献中收获快乐，你

这个团队让大家献了爱心

后不快乐了， 谁还愿意参

加这样的组织？

在经历了一些不愉快

之后， 老罗开始组建自己

的义工团队。老罗觉得，有

的公益组织， 要求团队内

的义工只能以本团队的名

义， 参加本团队发起和组

织的爱心活动， 这样其实

失去了公益的意义， 也严

重制约了公益的发展。我

们的团队， 在遵守法律规

定的前提下， 尊重和爱护

每一位成员， 少一些条条

框框，让大家热爱公益，让

团队能够长期良性发展，

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如今， 老罗的努力得

到了众多爱心人士的赞同

和信任，他已经建立了3个

公益团队， 每位成员可以

在各团队中自由交流穿

插，以各种方式奉献爱心。

这些成员中， 有事业平稳

的私营企业者， 有做小买

卖的商户，有种地的农民，

有职业主妇， 还有未成年

的学生。特别是，还有曾经

接受过爱心捐助， 如今虽

然经济能力较差， 但是每

逢有爱心活动就积极参加

的义工。 他们的团队不仅

自己做公益， 还帮助其他

民间公益团队能够发挥出

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人。

团队没有大型活动

时， 这些义工们随时可能

会出现在各种公益活动当

中。记者看到，几天前，老

罗在群里发了一条血库缺

血的消息， 立刻就有人询

问去血站坐几路车， 也有

正好在附近的人立刻就骑

着自行车前去献血。 当群

里出现捐助信息， 随之出

现的是小到10元20元，大

到上百元的爱心红包。这

些爱心红包， 老罗都要收

起来登记在册， 每一项花

费都进行明确公示。

两年捐款20多万

因为出身农村的原

因， 老罗的好多捐助信息

都来源于农村。 为了核实

信息源的真实性， 老罗经

常开车往村里跑。 好多地

方，车是开不进去的，他就

只能徒步行进， 有时要在

崎岖的山沟里徒步几个小

时。 他要让大家的每一分

善款都落到实处。几年来，

老罗和的他义工团队的足

迹遍布呼和浩特市周边乡

村、山山水水，他们的爱心

如同春风化雨， 温暖了很

多人。

“过去我们三五个人

聚在一起， 不是喝酒唱歌

就是打牌。 通过组织大家

做公益活动， 如今我基本

杜绝了这种生活方式，作

息规律，精神好，身体好。

家人起初对我这种天天劳

心劳力， 花钱帮助陌生人

的行为很不理解， 也不支

持， 但是看到两年间我生

活方式的改变， 也试着参

加了几次这样的活动，体

会到了快乐， 也自然就加

入了进来。”

和记者聊天时， 老罗

的两部手机频频响起，大

多都是咨询各种爱心善举

的。老罗说，随着团队成员

和爱心活动的增多， 一些

需要存储建档的内容也多

了， 他为此钻研了智能手

机的相关功能， 最近还特

意买了一部内存128G的手

机。

老罗的义工团队，几

乎每个月都要组织一次集

体性的公益活动， 还长期

固定资助着一些贫困学

生。粗略估算，两年来，老

罗和他的团队共捐助了20

多万元的财物。 每当有单

位做公益需要人手向老罗

求助时， 老罗和他的队员

们总是从不推脱， 积极热

情的服务，因此，他们为各

种社会公益活动义务服务

的次数， 已经多到无法统

计了。

老罗说 ：“我想通过

我和团队成员们的努力，

让公益成为一种习惯，让

更多的人相信公益的力

量。”

为受助人士举行筹款活动

为贫困学生捐钱捐物

鼓励贫困户重拾信心

带领义工和医生看望孤寡老人

为困难群众送大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