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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家庭中的银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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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卡迷雾对家长的预警提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茹希佳

年轻人的婚育问题既
是家庭大事，也是国家和社
会大事。江苏省无锡市妇
联以培育新型婚育文化为
重点，强化对年轻人婚恋
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
抓住青年群体婚恋需求，积
极推进移风易俗，倡导“轻
量婚礼”，探索搭建婚恋交
友公益平台，组织开展交友
联谊活动，赋能公益红娘，
积极为适龄青年婚恋提供
有温度的支持。

锚定青年群体宣传
引导新型婚育观

“如何平衡好恋爱与学
习的关系”“如何智慧地处
理婚恋中的矛盾”“如何科
学疏导情绪”……《女大学
生幸福指导手册》是无锡
科技职业学院女大学生中
最受欢迎的“关系宝典”，
这是“爱绽放”新吴女大学
生幸福引领计划项目（以
下简称项目）的“结晶”，它
是无锡市妇联联合无锡科
技职业学院和无锡市新吴
区万家惠家庭发展服务中
心，链接多方资源开展的
合作项目。该项目成功入
选全国妇联组织部、全国
妇联社联中心开展的女性
社会组织特色项目案例
集。今年，无锡市妇联以部
分高校为试点，以培养大学
生新型婚育文化为目标，成
立“大学生新型婚育文化培
育行动试点高校联盟”开展

“桃之夭夭灼其华”无锡大
学生新型婚育文化培育行
动，因地制宜推动在无锡的
高校面向大学生倡树健康
美好婚恋观。

在社区，“女儿埋头干直
播，不谈恋爱怎么办？”“小两
口想婚事简办，父母想不通，
闹家庭矛盾，喜事变闹心事
怎么办？”真实的家庭主题情
景剧《桃之夭夭·熠熠生辉》让居民观众感同身受，

“幸福，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幸福，不是物质，而是
体验。”在地铁集团新入职员工培训会上，无锡市妇
联家儿部部长邓丽洁和青年员工一起探讨“幸福的
意义”。“纸短情长 见字如晤”三行情书征集，“队
友，你好”微视频征集……今年以来，无锡市妇联通
过多种渠道，向广大青年宣传婚姻的意义和价值，
打破对婚姻和育儿的负面印象，引导青年在婚姻和
家庭中实现自我成长。

推动“轻量婚礼”，为适龄青年婚恋“加油”

近年来，高价彩礼、豪华婚宴加重了年轻人的
结婚负担，高额礼金、人情消费，水涨船高，相互攀
比、愈演愈烈的落后婚俗成为影响家庭关系、社会
和谐的绊脚石。早在2022年，无锡市妇联就联合
市文明办、市民政局发出《婚俗改革倡议书》，倡议
新人“轻彩礼、拒铺张、为爱减负；重情义、尚文明，
婚事新办；传美德、树新风，携手同行”，“轻量婚礼”
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今年，无锡市妇联联合市
文明办、市场监督管理局、民政局、无锡饭店餐饮行
业商会向全市餐饮企业、新人及社会各界发出《“婚
宴适度消费，幸福行稳致远”——关于制止婚宴餐
饮浪费的倡议》。

在古色古香的无锡市拈花湾禅意小镇，滨湖区
民政局婚姻登记拈花湾颁证点，新人身着古装，在
妙音台接受传统婚书、祈愿美好生活，留下不一般
的领证回忆。这是无锡市创新推出的“婚姻+文
旅”服务模式，引导年轻人举办文明简约时尚有内
涵的婚礼，深化婚姻领域移风易俗。

无锡市妇联携手希昕社工事务所推出“脱
单，我可以！”公益项目，为年轻人持续开展婚恋
交友服务。江阴市妇联依托微信公众号试运行
青年交友线上服务平台，通过建设线上场景，打
造红娘牵线小助手、优化青年人才新体验、扩大
服务活动覆盖面，实现线上优势和线下服务深度
融合，为全市青年人才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全链
条的婚恋公益指导服务。在宜兴市，“幸福伴你
宜见卿心”公益红娘计划为100多对青年创造见
面机会……

“家庭全生命周期”理念为婚育护航

好的婚姻需要经营。在无锡市新吴区婚登
处，区妇联联合容芮家庭心理教育指导中心为每
对新人配备了婚姻成长导师，创立为新婚家庭成
长“公益陪跑”三年的服务模式。其间，婚姻成长
导师将帮助新婚夫妻了解新婚期、备孕期、育儿期
等面临的课题和挑战，理性确立婚姻预期、家庭愿
景，调适婚姻家庭关系，掌握家庭成员正确的沟通
方式及矛盾处理技巧，鼓励新人勇于承担婚姻家
庭责任，共建美满家庭。

自2019年以来，无锡市妇联在市委、市政府
的支持下，开展婚姻家庭教育服务试点工作，在此
基础上，连续3年推动将“婚姻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纳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在全市婚姻登记
处推动开展“沟通一刻”新婚谈话，举行离婚冷静
期婚姻危机干预，购买专业社会组织服务，将婚姻
家庭教育课程送到城区616个社区（村），支持家
庭提升婚姻智慧。持续推进“三全”社区建设，探
索构建“社区全域、父母全程、家庭全类型”的社区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在各市（县）区探索建设
公益性、专业化、实体化、常态化服务的街道（乡
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成婚姻家庭教育指
导站26家，为市民提供身边的专业的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点。

家庭工作创新案例调研行工作创新案例调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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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云

前不久，对于烟卡的关注不断冲上热搜。
黑龙江省鸡西市一名家长杨先生火烧孩子成
堆烟卡，据说耗值数万元。此前，某知名足球
运动员的妻子亦在社交媒体晒出视频，显示父
子因烟卡而“决裂”。杨先生称，很多小孩为了
烟卡去偷抢，为防孩子走入歧途，遂决定将烟
卡烧掉。足球运动员的父子“决裂”虽语焉未
详，但“塑料父子俩”的配文道出了烟卡带给父
子关系的伤害。

事实上，烟卡并非新“玩具”。至少在烟卡
少年的父辈甚至祖父辈那里，这种用烟盒顶盖

折叠而成的长方形卡片，就已成为他们儿时的
爱物。收集烟卡，并通过掌心拍击地面造成烟
卡翻面以赢得烟卡，也不过是当年的儿时游戏
在今天的延续。烟卡游戏在当年之所以未遭长
辈的严厉排斥，主要原因是彼时烟卡游戏的风险
性被家长牢牢掌握在可控范围之内。

与当年相比，今天的烟卡游戏则呈现出外
溢风险链条，并逐渐远离家长的监督视野，不确
定性陡升。热搜中家长们对烟卡游戏的极端态
度，正是对于这种管控危机的应激反应。

从相关媒体报道可以看出，烟卡游戏已从
原来单一的游戏概念，逐渐累加为输赢——交
换——买卖——赌博的多重模式，甚至铤而走

险，触碰了法律边界。不仅赢取烟卡，还可以
加码赢赚钱物；不仅是参与者之间的游戏，还
可以吸引围观者下注。正像中国控制吸烟协
会公益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恩泽所
言：“烟卡已脱离游戏层面，正在小学生群体中
升级为赌博。”而烟卡游戏如此异化升级，势必
导致学生对烟卡价值认知的紊乱畸形，于是就
出现了诸如“四川6名未成年人为获取烟卡盗
窃6万余元高档香烟，在取下烟卡后将香烟尽
数抛弃”的极端关联事件。

尤其需要家长明辨的是，早期的烟卡取之
于废弃烟盒，没有市场参与，不涉及商业范
畴。而今，烟卡供应绝大部分已被商家垄

断，烟卡游戏的蔓延实由市场主导。其最突
出的表现是将收集类游戏的特点最大化，使
未成年群体极易成瘾，变成无法自控的商业
牺牲品。

显然，面对烟卡乱象中的重重迷雾，如果家
长仅仅要求摆脱对电子游戏的依赖，就未免失
之荒唐了。事实上，教育专家针对未成年人群
体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学习成绩和社会交往诸
方面，已经发出了烟卡警告。而从家庭教育的
角度审视，来自烟卡的最大侵袭，是对孩子人格
教育的杀伤。当务之急，家长们需要及时和清
醒地意识到，烟卡的危害已经渗透到家庭中了，
需要家庭予以关注及引导。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董颖

在重阳节这个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节
日里，习近平总书记给“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
们的回信，如同一股温暖的春风，吹拂着每一位
志愿者的心。银龄志愿者们用他们的热情与爱
心，书写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我们身边，就
有这样一些家庭，他们将志愿精神融入家风，代
代相传，成为社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四代传承的志愿家风

“能帮助到周围的人，是我最大的幸福。”
这是“武汉市最美志愿者”蔡秋容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她的家庭因全家人皆热心公益，荣
获“全国最美家庭”称号，而这份对公益的执
着与热爱，源自其家族四代传承的志愿家风。

今年 66 岁的蔡秋容是湖北省武穴市科
协退休干部，拥有 44 年党龄。她带领的巾帼
志愿服务队在武穴声名远扬。2020 年，蔡秋
容仅用了半年时间招募了1580 名巾帼志愿
者，组建了邻里关爱服务队、宣传队、诗歌朗诵
队等 20 个小队，频繁组织开展关爱留守儿
童、困境妇女、空巢老人、环卫工人等志愿服务
活动。

蔡秋容的志愿之路，始于童年时期父母的
言传身教。生在农村的她，自幼便跟随父母为
村里的孤寡老人项旺芝送换季衣服、日用品，
这一善举持续了30余年。工作后的蔡秋容，
更将这份关爱延续，始终坚持关心照顾老人，
直至老人90多岁离世。父母用实际行动，为
她播下了志愿的种子，手把手将她引入了志愿
队伍。

2010 年，退休后的蔡秋容联合几位退休
带孙子的奶奶成立了“热心奶奶团”志愿服务
队。她们积极参与小区治理，关爱孤寡老人，
开展日常治安巡逻、文明交通劝导等活动。几
位银发老人的热心之举，如同一束温暖的光，
照亮了社区，也深深感染了周围的人，社区居
民纷纷响应，发挥自身所长，为社区服务。历
经10年，这个团队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壮大
到 1000 余人。

在蔡秋容的熏陶下，志愿家风在家庭中代
代相传。老伴陈刚是武穴市商务局退休干部，
多年来，他一直是蔡秋容在外奔波做公益的坚
强后盾，默默支持着她。儿子积极投身扶贫济
困事业，儿媳则自学社工知识，考取社会工作
师证书，为公益服务提供专业支持。这个充满
爱心的五口之家，累计捐资捐物达 30余万
元。每年春节，全家都会去看望武穴市四望镇
抗美援朝老兵遗孀、80岁的空巢老人王大
娘。每到此时，小孙子总是热情涨地抢着采买
年货，对他来说，能像奶奶一样奉献爱心是最
开心的事。儿子儿媳表示：“我们要接过妈妈
的接力棒，将妈妈的事业继续做下去，共同享

受助人的快乐。”
在这个家庭中，志愿服务不仅仅是一种行

动，更是一种家风的传承，一种家族精神的延
续，它承载着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价值观，激
励着每一代人在公益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传递温暖的志愿家风

“气温变化大，大家要记得增减衣服。”9
月末，关注到近期天气反复，87 岁的胡广伦在
社区邻里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温馨的提醒信
息。胡广伦是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关东街道金
地社区年龄最大的志愿者，也是“武汉市文明
市民”。在他的带动下，家人纷纷加入志愿者
行列，2023 年，胡广伦家庭被评为武汉市“最
美家庭”，其背后是关心邻里、传递温暖的志愿
家风。

2007年，胡广伦从工作多年的西安搬到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关东街道金地社区。彼时，
社区尚未成立居委会，小区内部矛盾突出。胡
广伦得知后，积极在小区广交好友，深入调查
各类民生问题，并整理成书面材料向相关部门
反映。2012 年，金地社区居委会成立，胡广伦
第一时间到社区注册成为志愿者，他通过走访
动员，协助社区成功组建业委会。老旧小区存
在一些实际问题，当得知居民有加装电梯的诉
求时，他主动自荐担任联络协调人，在微信群
里耐心讲解加装电梯的政策和益处，最终推动

小区在 2019 年成为东湖高新区老旧小区加
装电梯的第一例。

后来，居委会进行退役军人登记时才发
现，这位热心社区事务的胡老是我国将电子计
算机率先引入测绘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还
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大家对他
由衷钦佩。为了更好地解决社区的各类问题，
胡广伦的手机和电脑里留存着大量小区各类
事务的文件和照片，供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
业随时查询。他还精心收集了一本“电话小
全”，里面涵盖160多个电话，包括银行、医院、
学校及水电气部门等信息，甚至连修电脑、收
废品等生活服务的联系方式都一应俱全，只为
给街坊们提供方便。胡广伦是小区7个群的
群主或管理员，每天都会把最新政策、天气预
报、社区活动等信息发布到群里。当有问题需
要反映时，他便积极联系市长热线、城市留言
板、职能部门等。

胡广伦的老伴张居芝在世时也是社区志
愿者，邻里间发生冲突或家庭出现矛盾，大家
都愿意找她倾诉或请她出面调解。2014年，
女儿胡锐玲也注册成为志愿者，只要有时间，
就积极报名参加清洁家园、公益服务等活动。
胡锐玲还是社区文娱活动的骨干成员，每逢惠
民演出，她总是第一时间参加并承担协调组织
工作。尽管胡锐玲的双胞胎儿子患有疾病，常
年需要人照顾，但她依然坚强面对生活，坚持
向周围的人传递志愿服务的快乐和正能量。

她说：“这是父母带给我的财富，我也会传递下
去。”

在这个家庭中，志愿家风如同一盏明灯，
照亮了家人前行的道路，也温暖了整个社区。
胡广伦一家用行动诠释着关爱邻里、积极奉献
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家庭中代代传承，成为他
们家族最宝贵的财富，也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
到志愿服务中去。

践行奉献的志愿家风

在北京市顺义区光明街道裕龙六区，有一
个平凡而又特殊的志愿者之家——刘东梅一
家，五名成员都是志愿者。他们用点滴之举生
动诠释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
精神，成为身边人的楷模，而这背后，是他们一
家坚守的践行奉献的志愿家风。

在潮白河边或社区周边，经常能看到刘东
梅和宋东凯夫妻身穿红马甲的身影，他们或是
捡拾垃圾，维护公共环境卫生，或是在十字路
口，化身文明引导员对过往行人进行文明引
导。夫妻二人以实际行动，为志愿服务精神写
下生动的注脚。

刘东梅说，她和丈夫参加志愿服务，深受
公公婆婆的影响和带动。婆婆孙玉兵担任楼
门长20余年，每天如同“大家长”一般，不辞辛
劳地操持着楼门里的各种“家务事儿”，即便
一天下来常常腿脚肿胀，但看到邻里和睦、社
区和谐，她满心欢喜，毫无怨言。公公宋德芳
平日里也总是身穿红马甲，在社区里或小区周
边，默默维护社会治安，清除楼道内小广告，劝
导不文明交通行为，从不言辛苦，是人人尊敬
的好爷爷。

“老人都能做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一起
参加呢？”刘东梅夫妻被长辈的奉献精神深深
打动，于是决定带着孩子踏上志愿服务之路。
他们深知，“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要用言传
身教去感染孩子。刘东梅欣慰地谈及儿子宋宇
瞳参加志愿服务后的变化：“孩子做志愿者之
后，变得更加懂事了。他主动在家里提醒我们
节约用水、节约用电、空瓶回收，在学校也积极
和同学们一起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他还把空瓶
回收的钱捐给了贫困山区的孩子，越来越有责
任感和爱心了。”源于长辈的志愿服务精神，已
然在宋宇瞳心里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

“服务他人，提升自己。”这是刘东梅一家人
的共同追求。宋东凯说：“我们五口人心往一块
儿想，劲儿往一处使，虽然空闲娱乐的时间少
了，但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感更强了，氛围更
和睦了，我们也想把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在这个家庭中，志愿家风如同一条无形的
纽带，将一家人紧紧相连。他们以奉献为乐，
以付出为荣，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志愿精神，让
这种精神在家庭中传承不息，同时也感染着身
边的每一个人，为社会传递着温暖与正能量。

刘东梅一家三代五口同一个身份——志愿者 受访者供图

爱心妈妈妈妈

韦礼英：组建爱心团队，守护留守和困境儿童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每个孩子都是我教育生涯中的唯
一，每当我帮他们战胜困难，重获自信，他
们一声声亲切的‘韦妈’又给了我无穷的
能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
市思源实验学校校长韦礼英说。她是该
校初中语文教师，也是文山州妇联的一名

“爱心妈妈”。24年来，她和很多孩子及他
们的家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韦妈，我被云南民族大学录取了。”今

年 8 月，小君给韦礼英发来微信。“太棒
了！‘韦妈’为你点赞。”韦礼英随即回复。

韦礼英介绍：“小君一度厌学，周末、节
假日后总找借口拖延返校。”他父亲是一名
保安，妈妈离家出走多年，他和哥哥靠爸爸
微薄的收入和两个姑妈的接济读书。
2018年春节后，小君一直未返校。经多次
沟通得知小君正忙着找工作，经常几天不
回家。

韦礼英给小君发信息、打电话都联系

不上；多次家访扑空而返。幸运的是，韦礼
英终于在一次家访中逮住了他。“我给他灌

‘心灵鸡汤’，为他补落下的功课，和他约定
下次见面的时间。”再见面时，韦礼英带了
几个同学来和他聊天，约几位教师给他讲
题，带一两本书给他阅读……终于，小君同
意跟韦礼英返校。这天距小君离开课堂已
整整三个月了。

小君的转变让韦礼英明白：没有爱就
没有教育。“做力所能及的事，真心爱孩子，
能改变他人生轨迹，这多么有意义啊！”

韦礼英由此悟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
的。在她的鼓励下，丈夫成为一名“爱心爸
爸”，他与文山市冷水沟的留守儿童小辉结
对，周末和节假日到小辉家家访，给小辉补
习英语，给小辉送书、学习用品、“爱心牛奶”
等。“他与小辉交心谈心，分享成长故事，鼓
励小辉好好学习，培养兴趣爱好。”韦礼英
说，她的女儿和儿子也成了“小小志愿者”，
跟着他们到西畴那马村，教村里的孩子们剪
窗花、做手工，给孩子们讲故事。“我们尝试
当好‘爱心爸妈’，做好‘爱心家庭’，在付出

爱心与回馈感恩中同步双向成长。”

众人拾柴火焰高

2024年1月，韦礼英带几位同事到文山
市长箐、落水洞、冷水沟三个村寨走访50多
户家庭。她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家
庭教育缺失，他们需要更多的“爱心妈妈”“爱
心爸爸”。同年7月，韦礼英参加了文山州妇
联组织的“爱心妈妈”家庭教育赋能培训，更
加深刻地感到个人努力终有限，众人拾柴火
焰高。“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仅靠个
人和个别家庭的绵薄之力远远不够，只有全
社会行动起来，才能建起温馨、和谐的大家
庭，让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感到温暖。”

回校后，韦礼英就组建了“圆梦思源爱
心团队”，将原来的散兵式碎片爱心力量整
合起来，组织化、系统化，在学校教职工及家
人、亲戚、朋友中招募“爱心妈妈”“爱心爸
爸”“爱心哥哥”“爱心姐姐”，“我们要凝聚更
多社会力量当好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成长
引路人、权益守护人、未来筑梦人。”

“圆梦思源爱心团队”的志愿服务主要以

爱心陪伴、情感疏导、心理抚慰、家教指导、生
活帮扶、安全教育为主，助力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成长环境改善、安全有保障、身心更健
康。截至2024年9月，“圆梦思源爱心团队”
已招募志愿者100余名，学校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都有了“爱心妈妈”“爱心爸爸”。

在“圆梦思源爱心团队”这个温馨的大
家庭里，“父子情”“母女爱”不是亲情胜似亲
情。“爱心爸爸”李元佳认领了“怪孩子”小
皮，教会了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儿子”擦黑
板、拖地，小皮亲昵地称李老师为“老李干
爹”；“爱心爸爸”莫兴发认领了在单亲家庭
中长大的“儿子”小虎，小虎的父亲身患癫
痫，经常发病，“莫爸爸”每周亲自接送小虎，
解决了他上学无人接送的难题；“爱心妈妈”
张坤丽乘飞机到杭州寻找外出务工的“女
儿”湘湘……

“我想用我们的爱，唤醒迷茫中的孩子。”
韦礼英说，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既是
一时一事，也是一生一世，“我和我的团队愿
意用爱之光去照亮孩子，让他们闪闪发光。”

（文中孩子均为化名）

重阳节特别报道重阳节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