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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洞口组建 459 支“洞口妈妈”志愿服务队，守护 1.2 万名儿童

爱心妈妈：齐心护蕾 合力育花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的希望，让每一个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近年来，湖南省妇联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广泛动员家庭结对关爱，组织开展“户帮户亲帮亲、

美家美妇暖童心”志愿服务活动，发动妇联执委、最美家庭成员等与留守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家庭结对认亲，约 20 万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等成为“执委妈妈”“爱心妈妈”，走访慰问 13.6 万
儿童，结对帮扶留守孤困儿童，帮助儿童及其家庭解决实际困难，让孩子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爱心妈妈，温暖三湘。在这股温暖的爱心潮中，“洞口爱心妈妈”
以爱心、智慧和担当，齐心护蕾、合力育花。

近一年来，洞口县创新方法，招纳机关事业单位志愿者、教师志
愿者和村级志愿者，组建了 459 支“洞口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与

方艳君：从零开始做宣讲

 没有宣传课件，没有讲稿，

如何做出一堂通俗易懂、深入

浅出的防性侵讲座？

方艳君是“洞口爱心妈妈”

宣传团成员，作为洞口县芙蓉

学校的教师，在接到制作宣传

课件和写讲稿的任务后，她发

挥了教师的那股韧劲和学习能

力。由于时间紧迫，加上教学

任务重，每天她只能把孩子哄

睡后，再起来构思编写。为能

高质量完成编写工作，她经常工

作到凌晨一两点，每天的睡眠

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

讲稿完成后，为了让大家能

够快速掌握宣讲内容，她自告

奋勇地担任起宣讲团培训师的

重任，每次培训前她总是第一

个到达现场。

她还是学校里 12 名女童的

“爱心妈妈”，每个月都会与她

们谈心谈话，不管是哪个孩子

过生日，她都会组织全班学生

一起唱生日歌，并给孩子准备

学习用品作为生日礼物，每学期

对所结对的孩子进行至少 3 次

走访。

丽丽（化名）是一名留守女

童，父母长年不在家，她与爷

爷奶奶一起生活。有段时间丽

丽因成绩下滑而情绪崩溃，偷

偷地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腕。方

艳君无意间发现了丽丽手腕上

的伤痕，和她进行了深入交流。

安抚好丽丽的情绪后，方

艳君和她父母进行了沟通，希

望他们能经常给孩子打电话聊

聊天，弥补丽丽缺失的亲情。

在方艳君的努力下，丽丽手

上的伤疤渐渐消失，她的父母

也意识到了陪伴的重要性，寒

暑假时也会把丽丽接到身边，

丽丽心里的伤痕也逐渐得到了

修复。

杨喜元：曾是留守儿童的她
成了“爱心妈妈”

 “曾经我也是一名留守儿童，

最能体会那种心酸，如果能给他

们带去一丝温暖，我很乐意！”

杨喜元是洞口县税务局的一名普

通干部，因为感同身受，她积极

参与“洞口爱心妈妈”护蕾成长

志愿服务活动，并组织成立了税

务局“洞口爱心妈妈”志愿者服

务队，与岩山镇岩山村、黄桥镇

桃花村联合开展关爱未成年人

志愿服务活动。

  在杨喜元的办公桌上，有

一本留守儿童手册。杨喜元说，

有了这本手册，她可以掌握两个

村留守儿童的全部信息。在手册

上，她除了详细记录着留守儿童

的基本情况以外，还清晰地注明

了每个留守儿童的不同情况，如

父母是否离婚，双方是否皆外出

打工，孩子学习成绩情况等等。

在工作之余，她就会翻开手

册，对那些需要重点关注的儿

童定期进行访问。有时候会电

话联系老师，有时候会微信联系

家长，一有空就亲自上门走访。

桃花村的女童小灵（化名）、

父母离异，与年迈的爷爷奶奶在

一起生活。了解到小灵的情况后，

杨喜元第一时间与她结对，并

与其班主任和目前监护人（爸爸）

取得了联系。

每个周末，杨喜元都会和她

打电话，和她谈心。经过近一年

的沟通后，小灵在学校有了几个

要好的朋友，也开始体谅父母和

爷爷奶奶了。

每个季度末，杨喜元都会组

织税务局“洞口爱心妈妈”志愿

者们到村里开展志愿活动，不仅

为孩子们送上文具、书等礼物，

还给他们进行安全知识宣讲。“看

到孩子们天真的笑脸，我觉得

一切付出都值得！”

 

张兰梅：把结对女童带在身边
今年 54 岁的张兰梅居住在

洞口县水东镇刘庄村，她是原水

东中心小学附属幼儿园的老师，

在教育上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即使离开了教育岗位，闲不下来

的张兰梅依旧对孩子有着满腔热

情，所以在“洞口妈妈”志愿服

务活动启动后，她第一时间报名

参加，勤走访、勤沟通，当起了“爱

心妈妈”。

平日里张兰梅做事严谨，对

于走访活动不推诿、不拖拉，坚

决服从组织安排，并积极为其他

志愿者服务。

2024 年，张兰梅与4 名重点

女童结对。其中，有一名叫琦琦

（化名）的女孩家庭情况比较特

殊，她的父亲离世，母亲在外务

工，琦琦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为了让琦琦有良好的成长环境与

稳定的学习环境，张兰梅做出了

一个让周围人都惊讶的决定：把

琦琦带在身边！

从此之后，张兰梅和琦琦如

亲母女一般，从生活起居到课业

辅导，张兰梅对琦琦照顾得事无

巨细。每天放学后，琦琦都会回

到张兰梅家，写完作业，复习、

预习功课，而张兰梅总是会在一

旁陪伴琦琦，为她解决学业的困

惑，听她讲述学校的趣事和烦恼，

直到睡觉时间琦琦才会被奶奶接

走。渐渐地，琦琦变得越来越开

朗，学习成绩也有了很大进步。

虽然曾从事教育行业，但张

兰梅并没有采用老一套的教学方

式生搬硬套，而是结合每个孩子

的性格特点，不断地积极引导孩

子向善向好。她还先后参与了两

次洞口县妇联、县检察院、镇妇

联联合举办的“洞口妈妈”法治

宣讲及能力建设培训班，不断提

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谭美容：“爱心妈妈”
有了两个“女儿”

“我之前当过二十几年的

幼师，对孩子一直有着特殊

的感情。”谭美容是洞口县花

古街道长龙村秘书，曾经，

她一直遗憾自己没有女儿，在

成为“爱心妈妈”后，她有了

两个“女儿”。

村里女童红红（化名）的

身世让谭美容很是心疼。

2017 年，红红父亲在广

东务工时意外身亡，母亲随

后改嫁，奶奶也于两年前病

故，红红和爷爷相依为命。谭

美容主动提出要和红红结对，

当她的“爱心妈妈”。

第一次见到红红时，谭

美容发现孩子怯生生的，低

着头不敢说话，于是她温柔地

搂着小姑娘说：“我没有女儿，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儿了。”

一次次的谈话交心，一次

次的安慰开导，红红渐渐接

受了谭美容这位“爱心妈妈”，

开始在她的指导下学会照顾

自己，学习也步入正轨。

谭美容还主动联系孩子

的母亲，提醒她多和女儿聊

天，多关心女儿的生活。

今年 4 月，谭美容特地

给红红购买了一套《用什么保

护自己：漫画民法典》，叮嘱

孩子每天抽空阅读，学会用

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在谭美

容的关心照顾下，红红和她

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每次上

门，红红都会滔滔不绝地和“爱

心妈妈”谭美容分享学校里

的趣事，也会倾诉新近遇到的

小烦恼，听听“妈妈”的看法

和意见。

谭美容欣喜地发现，红

红越来越自信阳光了，“希望

她能一直健康快乐地成长！”

舒璟珺：社区所有留守儿童
的“爱心妈妈”

 “我们社区主要服务于廉

租房和公租房，居住的群体比

较特殊，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

较多。”作为洞口县雪峰街道

阳光社区党支部书记、妇联主

席的舒璟珺，“一老一小”牵动

着她的心，她也是阳光社区所

有留守儿童的“妈妈”。

她结对的一名女孩曾经让

她十分忧心。“因为父母婚变，

受家庭影响，她打扮成‘小太妹’

模样，几乎不学习，这怎么能

行呢？”舒璟珺多次上门，不

计较吃“闭门羹”的窘境，不

在乎“热脸贴冷屁股”的尴尬，

终于联系上了女孩的母亲，与

女孩也面对面多次交流。现在，

这对母女关系缓和，女孩已向

好的方向转变。

还有一名结对女童，父母

长年在外务工，由爷爷奶奶照

顾。孩子受环境影响，出现攀

比心理，有点排斥爷爷奶奶接

送。舒璟珺以“妈妈”的角色，

将道理融入一个个孩子易接受

的小故事，让女童得到根本性

改变，学习成绩和学习习惯回

归到良好状态。“我们不仅要从

物质上关心孩子，更要从精神

上引导孩子。”舒璟珺细心地将

女童的每一点进步记录下来，

并与女童一起“积分”，用“积分”

鼓励她来社区兑换学习用品。

除此之外，舒璟珺还在社

区多次组织开展结对关爱活

动，切实为留守儿童和重点女

童办实事、解难事，以多种形

式陪伴关爱留守儿童。在她的

带领下，社区居民纷纷加入到

“爱心妈妈”的队伍中来，辖区

内13 名重点女童都有了“爱心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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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万余名 6~14 周岁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结对，通过提供“一对一”“多对一”关爱服务，
发挥家、校、社共同育人作用。

“洞口爱心妈妈”不仅是孩子们的守护者，更是孩子们心灵的导师，用爱与智慧为他
们筑起一道安全防火墙，呵护他们幸福快乐地成长。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几位“洞口爱心妈妈”，聆听她们关爱儿童的故事。

杨
喜
元

方
艳
君

扫码
看更多精彩
内容

张
兰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