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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VOLUNTEERING

这群志愿者来自深圳福田

街道组织的港人志愿服务队。队

伍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往来通

关的跨境学童“保驾护航”，为日

益增加的港人旅客提供交通路

线、购物消费、医疗就医、物流快

递等服务。

“国家的发展让我们香港人

感到安心，我们也希望贡献自己

的力量，让跨境旅客看到我们就

觉得安心。”港人志愿服务队队

长徐亚女的话道出了许多志愿

者的心声。2024 年 7 月成立至
今，这支不断壮大、现已过百人

的队伍，正用最朴素的方式传递

着深港融合的温度。

野双城义工冶

周五午后，家住香港北区的

徐亚女搭乘小巴前往香园围口

岸，通关后又通过深圳地铁 2号
线换乘 4号线，来到福田口岸，
全程耗时约 1小时 20分钟。

随后，徐亚女换上红马甲，

站在福田口岸港人过关入境必

经路线上的规定位置，等待为即

将从香港返回深圳的跨境学童

引路。

每次 2 个多小时的志愿服

务时间，对徐亚女来说总是过得

飞快。有时她要张开双臂化身

“人墙”为跨境学童开路，有时会

为跨境旅客寻找遗失的物品，或

告知港人如何使用软件叫车和

办理内地电话卡等。

每当志愿服务结束后，已 60
岁出头的徐亚女并不觉得疲惫，

神采奕奕地与其他岗位的志愿者

分享服务心得，用行动践行着“助

人的快乐能让岁月生辉”的格言。

早在 20多年前儿子上小学
时，徐亚女就开始在香港北区的

学校里担任义工。她希望在言传

身教中为儿子树立榜样。“那时

身边很多义工都是跨境学童家

长，在家长里短、天南海北的闲

聊中，大家相互帮忙。”

去年，她通过同乡会得知福

田街道要成立服务队后，便立刻

报名，并凭借在香港丰富的义工

经验且熟悉两地人文，被推选为

港人志愿服务队队长。在她的号

召下，身边不少朋友都加入了港

人志愿服务队。“他们都想奉献力

量，成为深港两地沟通的桥梁。”

野微服务冶背后的野大融合冶

徐亚女在香港生活了 60多

年，习惯用粤语和英语与人交流。

对她来说，伴随着大半年在深圳

做志愿服务而来的，是普通话水

平的突飞猛进和对内地发展的更

深了解。“语言沟通顺畅，是港人

融入内地生活的表现之一。”

在徐亚女看来，随着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内地和

香港融合发展按下加速键，越来

越多深港居民开始了“双向奔

赴”的跨城生活。“我身边有些朋

友选择退休之后到大湾区内地

城市养老，甚至有些早年移居国

外生活的港人如今也拖家带口

搬回内地。”

“他们同时也将港人积极参

与公益、热心志愿服务的好传统

带到更多地方。”徐亚女说，她希

望发挥语言和经验等方面优势，

在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不断融

合过程中，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更令她感到欣慰的是，自

己在深圳的志愿者经历，竟无

意间成了儿子在内地创业的

“引路石”。

徐亚女做义工时，常与其他

内地志愿者交流大湾区的发展近

况。当她把这些见闻讲给家人听

时，让一直以来热爱武术的儿子

萌生了在深圳开设武馆的想法。

“现在越来越多内地家长重

视传统文化教育。”在徐亚女的

儿子看来，大湾区人口多、市场

大，创业潜力巨大。

徐亚女说，自己做义工是帮

助别人，现在感觉也在帮自己的

孩子圆梦。“看着越来越多的香

港年轻人去大湾区追梦，我这个

做妈妈的，当然要为他们搭好这

座桥。”

跨越山海的野爱心桥冶

大多港人志愿者和徐亚女

一样居住于香港，但他们不怕麻

烦、热心公益，为来往通关的两

地旅客提供多种便民服务。

“深圳与香港山水相连、人

缘相亲。每次在群里发布志愿服

务信息，港人志愿者们都踊跃报

名参与。”口岸志愿服务队队长

吴志新感谢港人志愿者的热心。

“常常一条招募信息发出去

不到几分钟，人数就满了。”吴志

新说，香港义工培训有严谨专业

和完整规范的系统，特别是在对

长者和困境群体的服务方面，值

得深圳借鉴和学习。

为了发挥港人志愿服务队

所长，深圳福田街道专门为港人

志 愿者 开辟了 新的 服务 阵

地———前往广西偏远山区开展

援助长者的志愿行动。

一路上，他们帮扶独居老人，

照顾留守儿童。有志愿者向吴志新

表示，希望有一天也能带着广西山

区的老人孩子去香港，感受这座城

市的温度，看看更广阔的世界。

夜幕降临，福田口岸依然灯

火通明，望着川流不息的身影，

吴志新不禁感慨：“港人志愿服

务队队员们用点滴付出，筑就了

一座跨越山海的‘爱心桥’。”

这座桥在见证更多“双向奔

赴”故事的同时，也写下了内地

与香港不断融合的生动注脚。

渊据叶人民日报海外版曳冤

港人志愿服务队院爱心筑桥促深港融合

清晨，阳光透过医院的窗户

洒进走廊，王坤从 ICU出来，端
起两杯咖啡走向手术室门口。

“昨天我和亚东都是夜班，给他

带杯咖啡，我俩提提神儿，一会

儿下班去社区给居民做院前急

救培训。”

今年 5月 4 日第 76个“五
四”青年节，内蒙古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队员

们用特殊的方式让自己的青春

闪着光。

1994 年生人的王坤是青年
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我们共有

30人，我算是队里年龄最大的，
最小的都是‘00后’了。”

除了是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队

长，王坤还是医院 ICU的一名男
护士。为重症患者做护理是一项

繁重的工作，即使是身强力壮的

王坤也常常累得想瘫坐在地上，

而志愿者的工作只能在下班后参

与。即便如此，他也在志愿者服务

队成立的首日便报名加入了。

“我认为对人的肯定有两

种，一种是别人对你的肯定，另

一种是自我肯定。”对于自己选

择了一种更忙碌的生活方式，王

坤说，“每次去做完志愿服务，我

们得到的正向反馈会令人热血

澎湃。”

王坤还记清楚地记得自己

和同事们第一次进社区做院前

急救培训，当时还需要联系社区

工作人员组织居民“上课”。“培

训结束后，我们接到社区电话，

说居民都问啥时候开始第二期

培训。”

“这相当于我们收获了双重

肯定。”王坤说，“我们一般教授的

是生活中会用到的急救方式，比

如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曾经有一

位大娘参加完培训后，回家将这

些急救方法和知识教给了身边

人。当时我们都高兴坏了，觉得自

己所学终于被大家所用。”

“95 后”的侯亚东是感染专
业的医务社工，这个专业用他自

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是医患

关系间的一座桥梁，帮助患者解

决医护人员来不及解决的事，做

好医护人员的后备力量。”

平日里，侯亚东奔波于各科

室和手术间，帮助患者传达“心

声”、申请医疗救助基金，甚至作

为心理导师陪伴每一位即将进

入手术室的患者。

侯亚东是内蒙古医科大学

第一批医务社工专业毕业的学

生之一，在参加工作前，他对自

己的专业并没有过于深厚的了

解。“我们上学的时候什么都学，

心理学、社会福利……感觉像个

医学行业的杂家。”

大学期间，侯亚东对自己的

职业规划有些迷茫，“进入医院工

作后，我发现我所学的知识能非

常吻合地运用到志愿者身上，所

以进入医院的第一时间我就报名

参加了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上班和下班后的工作生活

内容雷同，侯亚东却并未觉得乏

味，反而带给自己不少成长。“我

们的志愿者队伍中大多是医护

人员，对于医疗专业知识他们信

手拈来，但针对一些特殊群体的

心理问题、社会问题，我就可以

帮上忙。”

侯亚东说，让他认识到自己

的重要性是在手术缓冲区的一

件事：“手术缓冲区里会有即将

进入手术室的患者排队，这里家

属无法进入，医护人员又需要做

很多术前准备，这时候我就负责

陪伴。曾经有一位年过耄耋的老

人进入手术室前，家属递给我一

部手机，让我给老人拍一张照

片，我突然意识到，这也许是老

人与家人的最后一面。”

如今参加工作已有 6 年时
间的侯亚东已经习惯了“陪伴”，

他是目前医院里唯一的医务社

工，每天的住院患者有 3000名，
陪伴在每个有需要的患者身边

是他的职责。“我们青年志愿者

服务队就是想用年轻和热血感

染大家，让医疗行业变得越来越

有温度。”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志愿者服务总队队长翁兆平告

诉记者，目前，医院共有在册志

愿者 500余人，包括医护人员、
患者及家属、在校大学生、社会

志愿者等，下设肿瘤互助、造口、

肾友、麻醉科、青年志愿者等 9
支服务分队。

2019年至今，医院志愿者服
务总队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草

原深处，开展公益活动近百项，服

务上千次，涉及患者及农牧民 20
余万人。 渊据中国新闻网冤

内蒙古青年医疗志愿者院让青春闪着光

冶
午后的深圳福田口岸熙熙攘攘、人流如织，几位身穿红

马甲的志愿者在人群中格外醒目。每当看到张望的

旅客，他们便主动上前，用粤语或略带港味的普通话询问对方

是否需要帮助。

港人志愿者帮助跨境学童

王坤渊左三冤指导学生学习心肺复苏急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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