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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
湘女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她 曾 是 一 家 传 媒 公 司
的老总，40 岁开始投身公
益。7 年 公 益 路， 她 倾 囊
而出，公司被折腾到破产，
她身无分文一度寄人篱下，
甚至遭人误解有家不能回，
但 她 却 不 改 初 衷， 并 在
2012 年注册成立湘潭市第
一家民间公益机构——湘
潭市义工联合会。如今注
册义工达到了 6000 多人，
先后帮扶学生 1340 人，资
助金额 168 万。她是张艺
辉，2015 年入围“感动中
国”之“感动湖南”候选人。

 

做公益一年便破产
现年 47 岁的张艺辉和公益

结缘完全是一次偶然。

 2008 年的一天， 还是湖

南一家杂志社湘潭站负责人的

张艺辉接到了一个朋友的求助

电话，湘潭县射铺镇一个叫贺

卫军的老人在帮邻居砍树时不

幸从 15 米高的树上摔下，造成

高位截瘫，处于生死边缘，但

对方却弃之于不顾。听到这一

情况时，她身边正好有两个朋

友郭伟文和胡丙炎。她们就开

始商讨具体帮扶行动。经过 10

个月的努力，她们为贺卫军老

人争取了庭外调解 15 万元的赔

偿款、所在乡镇政府及民政部

门 2 万余元的支持，以及爱心

企业捐赠的 5 万元善款。

从这件事情开始，张艺辉

就对公益事业有了兴趣。“我觉

得做这样的事情非常有意义，

让 那些孤苦无 助的人得到帮

助，给几乎绝望的人一个希望，

这比挣钱更让人有成就感。”

当时张艺辉还开了一家效

益不错的文化传媒公司，年收

入 近 百 万。 但

自从 她 开始 做

义 工无偿 援 助

需 要 帮助的人

后， 找 她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有

时 除了贴 钱 贴

力， 她 自 己 的

公司 也 成了临

时 救 援 站， 公

司员工 经常做

接待来访工作。

时间久了，她自己变得比以前更

忙碌，收入却越来越少。一年后，

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甚至连

她住的房子也被抵押掉了。

身无分文的张艺辉只好寄

宿 在开麻 将馆的弟弟家，在

一张双层铁板床上一睡就是

两年。母亲和弟弟为了阻止她

做公益，甚至出门拦住那些求

上门来的人。张艺辉 不 改初

衷，干脆离家出走，去上海、

浙江一带拜访当地的民间公益

机构，交流学习经验，并决定

成立一家专业性的公益组织。

2012 年，在她的奔 走努力下，

聚集了众多爱心人士和企业负

责人共同心愿的湘潭市第一家

民间公益机构——湘潭市义工

联合会成立了。

做善事做到
有家不能回

虽然正式注册成立了公益
组织，但张艺辉的公益之路并
不平坦。一开始她自己一家一家
去找企业募捐善款资金，除了
要接受冷眼冷遇，还要时刻被
人质疑。后来，她干脆把一张
注册证书放在包里随身带着。
即便如此，还是有人要一边看
证书一边打电话找单位确认。

此外，她还要遭遇身边人
的误解。某年大年三十，张艺
辉身上没有钱只好到母亲家过
年。此时，她刚收了一笔 30 多
万的善款 还没 来得及分配下
去，就由她代为保管。但她没
想到的是，年初一就不断有人
来敲门问她善款的去向，甚至
还有人直接站在她家的门口大
声指责议论。

张艺 辉 80 多岁的老 母 亲
哭着对她说 ：“我们是做善事，
为什么还要被人骂，我们不做
这个好事好不好？”张艺辉当
时无言以对。为了不让母亲受

骚扰，她大年初二就在一个朋
友的帮助下住到了宾馆里，费
用还是朋友资助的。

做善事做到有家不能回还

要被人骂，这让张艺辉如今回

忆起来都止不住心酸。她告诉

记者，7 年来，她不论怎么落魄、

被人冷待都没觉得苦，唯有这

一次被身边的人误解和质疑让

她感到无比的委屈和难受。

从 2008 年开始做公益到

今天，7 年多来，张艺辉带领

她的队伍实地走访了湘潭市所

有敬老院、养老院、福利院以

及 305 所 学 校， 累 计 受 益 老

人近 2 万人次，先后帮扶学生

1340 人，资助金额 168 万元。

湘潭清风义工联合会主席胡劲

松评价她说 ：“我认识她不久，

在我眼中她是一个公益事业里

的女强人，而且认准了就一定

要干下去。”2014 年，张艺辉

荣获湘潭市“三八红旗手”荣

誉称号；2015 年，张艺辉入围“感

动中国”之“感动湖南”候选人。

张艺辉说 ：“我觉得爱心大

家都有，但需要有人有组织来

牵头凝聚这些爱心，那我就用

下半生来做这个牵头人吧。” 

被喻为“天下第
一 难 事 ” 的 拆 迁 工
作，湘潭市房产局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
理处（原名拆迁办）
主任郭小玲不仅一干
就是近7年，而且还
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市
级女征收办主任。郭
小玲带领她的团队既
要面对“上访十年的
拆 迁 夫 妻 ” 、 “ 咬
定 要 6 0 0 万 的 钉 子
户”，也要应对“亲
弟妹找过来帮还是不
帮”这样考验人心的
局面。

从 2 0 0 9 年 调 任
拆迁办主任7年来，
她“用心、用脑、用
情”，克服困难，合
规合法征拆房屋面积
超280万平方米，成
绩斐然，真正巾帼不
让须眉。

用心7年，她搞定“天下第一难事”

献爱7年，她破产后又聚6000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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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十年的拆迁夫妻
2014 年年底，湘潭市原城

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已改名

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处，

工作内容不变，主任也依然是

郭小玲。这时，她遇到了一个让

她心下凄凄、不得不管的案子。

“这是我们昭山区的一个拆

迁户，老公丧失了劳动能力，女

方 60 多岁了，为了房屋拆迁问

题上访了十年居无定所。”郭小

玲说，她在了解到这个拆迁户

的情况后当即就决定要着手帮

她解决问题。深入了解后得知，

这个拆迁户 10 年前曾将自己的

住房改成了门面，房屋被开发商

拆迁后，开发商却以被拆迁房

屋是住房不是

门面的理由不

履行原来的协

议。 多 年 来，

双方一直在协

商，却越闹越

僵，甚至出现

了大打出手的

情况。这对拆

迁夫妻一怒之

下开始向政府

上访，却因为

复杂的原因难以得到解决。郭

小玲接手时，发现情况远比她

想象中复杂。

“开发商说没钱，我们一调

查发现不仅没钱还是烂尾的楼

盘， 那怎么办？只有替 他 找钱

啊！”郭小玲说。怎么找呢？在

想了很多办法都不奏效后，她

在翻阅 20 多年的历史旧账时，

发现了一个转机，“二十多年前，

开发商曾向我们交过一笔几十万

的监管资金，我们把这笔钱拿

出来给了这对拆迁夫妻，最终

问题才算解决。”

虽然整个事件花费了数月的

时间，凝聚了整个团队的智慧，

但郭小玲说这值得。不过，也有

就算是他们尽了能力却解决不了

的事情。曾经有一个无理却坚持

要“600 万的钉子户”，郭小玲她

们帮她想了各种处理办法，但对

方拒不接受。如今对方常常电话

给她一打就是几十分钟，但郭小

玲暂时也没有新的招了，“这也是

征收办主任的一种工作吧”。

 
擒龙先擒首

“全省 14 个市州市级房屋征

收管理部门开会，我是唯一的一

个女负责人。”郭小玲 笑着说，

不过有时候遇到棘手的征收问

题，性别也是一种优势。

 2014 年，湘潭市政府要征

收商务中心核心区一处棚户区，

推 进 工作遇到了极大的阻 力。

原因是该区域有一位 80 多岁的

老离休干部，担心房子会由开发

商拆迁可能遭遇不公，便拒绝

政府工作人员上门。老爷子在

这片区域德高望重，其他住户

也就都采取了观望态度。

问题反映到郭小玲这里，她

说 ：“擒龙先擒首，做好老大爷

的工作，一切才好办。”郭小玲

决定亲自来守这一户。她首先邀

请区委书记、区长、房产局一把

手等一起亲自上门拜访老大爷，

给足老大爷面子；然后，她自己

又上门给老大爷一条条讲政策

读文件。老大爷耳背，每条政策

都要扯着嗓子喊，他才能听见；

老大爷还特别喜欢提意见，郭小

玲都会一条条记下来。郭小玲

回忆，那一个月，她的嗓子基本

是哑的，笔记记了两大本。最终

老大爷的工作被做通，整个区域

的征收拆迁工作顺利展开。

2014 年，郭小玲带领团队

攻坚克难，创新推进，完成湘

潭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面积

达 38 万㎡，征收公私产 2000 多

户，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平时的工作中，他们为

被征收群众推出了专场“征拆房

源展示会”，将房源送到征收现

场，方便群众在家门口选房购房；

向市政府建议推出了“征收户购

房税费补贴”的政策。这些都

深受拆迁户的拥护。

郭小玲说，房屋拆迁征收实

际上是打破了一种平衡，应该想

办法为被拆迁老百姓建立一种

新的平衡，而学会换位思考，“用

心、用脑、用情”就是她的小

诀窍。

张艺辉（中）在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

郭小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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