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是老年人社会参
与的重要渠道和体现，让老年人重新融入
社会，志愿服务是非常有效的途径。如何
才能鼓励老年人加入志愿服务行列，又如
何更好地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呢？

“志愿服务大都是临时性的，且属于
公益性质，一旦出现人身伤害，很多时候
只能由组织者、受益者和志愿者本着公

平原则，共同分担相应的责任。”专家建
议，鼓励老人参与志愿服务，可借鉴欧美
国家的经验，在老年人享受养老金、养老
补贴等政策的同时，将老年人参与志愿
服务作为获得养老金、提高养老金的条
件之一，而针对志愿服务中面临的经费
紧张情况，既需要政府多支持，也需要扩
大社会支持渠道。

呼吁：老年志愿服务，期盼扶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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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为，请让我为你做些事
合肥多个老年志愿者服务队，用心守护社区

在合肥市庐阳区老城区，经常可以看到一群老年志愿者，不时穿梭在社区为居民提供志愿服务。
“参加志愿服务，既能帮助他人，又能充实我的生活，何乐而不为？”和张大爷一样，很多老年志愿者都是因为退休后希望“老
有所为”发挥余热。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志愿者人数达到2000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约10%。

然而在开展志愿服务过程中，他们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隐患：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服务过程缺乏扶持……如何构建一个
完善的志愿服务机制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成了社会需要关注的话题。

▋记者 曾梅

六位老人
志愿守护社区健身器材

小桥湾社区位于庐阳老城区，辖区范围内多为
老式住宅，主要居民是上了年纪的独居老人。

过去，社区内基础设施较弱，老年人锻炼身体
缺乏场地和设备。2012年，趁着社区建设改造，社
区里六位老党员决定为老年人健身一事跑跑腿。

六位老人各司其职，找材料、写汇报，经过多
日奔波终于拿到了“健身专属区域”，可这块区域
却长期被小摊点“占领”，器材安置频频遭遇阻挠
甚至恶意破坏。

为了让辖区老年人老有所乐，六位老人决定成
立“健身器材守护队”。他们六人轮流安排夜间值
班，在健身场所看护以防破坏现象出现。春秋凉
爽之际，守护健身器材还算轻松，可到了夏冬就非
常遭罪。除却极端天气，六位老人长时间默默轮
番守夜至凌晨才返家休息。

发挥余热
将“老有所为”进行到底

日常生活中，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们不仅对社
区乱贴乱涂、乱倒垃圾、乱停车子、乱摆摊设点等
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还身体力行地维护社区绿
化、治安。由于他们热心社区事务、为邻里奉献
爱心的热情不减，社区居民都热情地喊他们：“不
老翁”。

为了表达对六位老人无私奉献精神的谢意，
也为了鼓励辖区居民积极参与志愿活动，社区正
式为六位老人授牌成立“不老翁志愿服务队”。
这是小桥湾社区继“学雷锋兄弟连”“绿主妇志愿
服务队”之后第三支由辖区居民自发组织的义务
服务队。

对于这个称号，六位“不老翁”自感角色虽小
但责任很大。他们说，会继续发挥余热，将“老有
所为”义务精神坚持到底。

服务学生
打造安心“零食早点铺”

九月份开学，天气依然炎热，辖区居民李大爷
家的小孙女因为吃了不干净的零食出现腹泻症
状。发现这一情况后，余大爷将队员集中起来开
会商讨如何解决此问题。

“校园周边早点摊多，零食店也多，孩子难免
控制不住，要是多加规范就好了。”说干就干，不老
翁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来到社区，自愿加入社区
食品安全巡查。

“巡查重点检查经营主体证照是否齐全有效，
销售的预包装及散装食品是否存在过期变质、假
冒伪劣等情况，并对重点商品是否分类存储进行
规范。”每天早上7点，不老翁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
就会出现在校园周边。戴着红袖章的他们，协助
社区安全员发现整治食品安全问题。“我们累点没
关系，只要让孩子们吃上放心早餐，就值得了。”他
们说。

68 岁的张有才，是合肥市肥东县牌
坊乡一位普通农民。每年防汛号角吹响
后，他都要和 150 多人一直活跃在南淝
河华光段参与防汛工作。

7 月初暴雨来袭，张有才从村委会
得知肥东境内部分圩堤坍塌村庄被淹，
便积极要求参加村里组织的防汛志愿
队。从 7 月 7 日开始，张有才就和村里
其 他 志 愿 队 成 员 驻 守 在 南 淝 河 华 光
段。装沙、扛沙袋，张有才不停奔波在

堤坝上……
7 月 11 日中午，张有才突然感觉胃

部不适，待到傍晚时分，已经痛得无法言
语。半小时后，后方医生来到堤坝为张
有才进行诊断，“不能再干活了，必须先
休息缓解胃痛。”架不住医生的强制口
吻，张有才才在众人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离开了南淝河堤坝。

如今，牌坊乡防汛志愿守堤队，已成
为一块响当当的招牌。

150名老年志愿者驻守南淝河防汛

2016 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
55.4 万个老年协会组织活跃在基层，老
年志愿者人数达到2000万人，占老年人
口总数的10%左右。

从事志愿服务，老年人往往更耐心、
更细心，愿意投入更多时间参与志愿服
务。在一些社区活动中，老年志愿者更
是成为“主力军”。但是在实际参与过程
中，除了一腔热情，老年志愿者们也常会

遇到一些麻烦。
除了家人和社会的不理解，场地有

限、经费紧张、物资缺乏等原因也让志
愿服务变得并不容易。经常一场活动
从方案设计、整体筹备到最后实施都需
要由志愿者一手来完成。在采访中，很
多老年志愿者表示，他们希望在开展服
务时，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有关部门
的扶持。

现状：遭遇不理解，队伍老龄化存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