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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益慈善

根据爱心人士提供的信息，阳光爱
心公益志愿者 3 月底先后走访了两户贫
困家庭，最后辗转来到永定区土门冈巷
张快、张驰鸿兄弟俩的出租房，说是出
租房，倒不如说是房东的地下杂物间还
恰当一点。进到屋内，给人的感觉就是
狭窄而阴暗，但屋子收拾得井然有序，
散发着温馨的气息。从家里的陈设可以
看出操持家务的主人特别勤劳。低矮的
地下室除了能放下一张床以外，几乎没
有多余的活动空间了，而一家三口就长
期蜗居在这样的环境里。

通过交谈，志愿者对这家人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眼前这位看起来非常能干
的女人，岁月的风霜在她脸上刻下的苦
涩难掩曾经的美丽。身上的衣服虽然洗
的有些泛旧，却很整洁。她叫李次雪，
今年 46 岁。现在张家界特殊学校做临时
工，每个月得 1300 元的酬劳 （放寒暑假
没有工资），也是为了方便照顾自己患
脑瘫疾病的大儿子。大儿子张快，今年
16 岁，出生时医生告诉他们孩子患先天
性脑瘫，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几乎击碎了全家人的梦想。从此一家人
为了张快踏上了漫漫的求医之路，他们
四处寻医，希望有一天会出现奇迹，然
而一切都是童话里的故事，命运之神每
次回赠他们的都是失望。

2012 年 随 着 小 儿 子 张 驰 鸿 的 降 生 ，
给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带来了些许的安
慰 。 她 也 希 望 同 丈 夫 一 起 同 生 死 共 患
难，但是生活又一次向这个苦命的女人
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贪图享乐的丈夫
狠心地抛下妻儿弃家而去。而这个善良
的女人没有挽留和祈求丈夫。和丈夫离
婚后，这位坚强的母亲毅然决然地带着
两个孩子独自生活。她将张快送到张家
界市特殊学校学习，特校的领导同情她
的遭遇，将她安排在学校打临工，就是
为了让她更好地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

今年 7 岁的张驰鸿，就读于永定区机

场小学一年级，租住地距学校很远，坐
公交车都要 30 多分钟，但小张驰鸿都是
一个人坐公交车上学去。放学后独自乘
车回家。他知道妈妈要照顾哥哥，哥哥
更离不开妈妈，他从来没有要妈妈送自
己去上学。听话懂事的张驰鸿在学习非
常刻苦认真。放学回到家后，他还帮妈
妈 照 顾 行 动 不 便 的 哥 哥 ， 为 哥 哥 送 水 、
喂饭、擦脸⋯⋯动作特别娴熟，让人看
了十分怜爱和心疼。

虽然大儿子每年 2 万多元的药费有李
次雪一位爱心同学资助来维持，国家每
个月的低保 240 元、残困补助 110 元，但
每年 3000 元的房租，加上大儿子的康复
费用、小儿子的读书费用和其他各种日
常生活开支，全靠她每月 1000 多元的工
资来维持,而且放寒暑假是没有工资收入
的，可以说是杯水车薪，难以为济。

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
知道其中的艰辛，有一种艰辛，你没有

品尝过，就不知道其中的苦涩。这个三
口之家，我们不知道他们曾经历过怎样
的不堪回首的岁月。我们只知道此时的
他 们 急 需 和 煦 的 阳 光 来 驱 散 生 活 的 阴
霾。这个柔弱的女人义无反顾地担起抚
养两个孩子的重担，自始至终听不到她
一句抱怨的话，看到的是她用双手紧紧
搂着两个孩子，脸上透着对孩子的万般
怜爱。这个苦难的家庭太需要大家的帮
助和扶持，给予他们更多的信心，让他
们早日走出生活的困境。

在 此 真 心 希 望 大 家 伸 出 爱 的 双 手 ，
给予这个贫困的家庭更多的力量，希望
在 大 家 的 鼎 力 帮 助 下 ， 让 他 们 走 出 困
境。阳光爱心公益将在 4 月下旬(具体时
间请关注活动通知)为他们举行自愿助学
捐助活动,尽一份心意，帮助他们能顺利
完成学业。（如有结对资助可以与李次雪
联系，电话：15874453241）

独立支撑全家的贫困母亲
急需大家伸出援助之手

通讯员 景行 2018 年 ， 民 政 部 依 据
《慈善法》 指定的 20 家互联网
募 捐 信 息 平 台 ， 共 为 全 国
1400 余 家 公 募 慈 善 组 织 发 布
募 捐 信 息 2.1 万 条 ， 网 民 点
击、关注和参与超过 84.6 亿人
次，募集善款总额超过 31.7 亿
元，比上年增长 26.8%。

2018 年 ， 20 家 互 联 网 募
捐 信 息 平 台 服 务 精 准 扶 贫 项
目 数 、 基 层 慈 善 组 织 数 占 比
均超过 80%。实现扶贫济困、
教 育 助 学 、 医 疗 救 助 、 救 灾
救 援 、 环 境 保 护 等 领 域 项 目
全 面 覆 盖 。 同 时 ， 互 联 网 募
捐 场 景 越 来 越 多 元 化 ， 相 关
平 台 推 出 行 走 捐 、 阅 读 捐 、
积 分 捐 、 消 费 捐 等 创 新 方
式 ， 受 到 公 众 欢 迎 ， 80 后 、
90 后 成 为 互 联 网 募 捐 主 流 ，
00 后 开 始 参 与 互 联 网 公 益 。

“ 互 联 网 + 慈 善 ” 深 度 融 合 ，
“人人公益、随手公益、指尖
公 益 ” 成 为 潮 流 ， 日 捐 、 月
捐 、 零 钱 捐 、 一 对 一 捐 等 捐
款种类日渐多元。

据 介 绍 ， 2018 年 ， 民 政
部 着 力 加 强 互 联 网 募 捐 信 息
平 台 监 管 ， 持 续 做 好 舆 情 监
测 、 日 常 巡 检 和 投 诉 举 报 受
理 ， 督 促 平 台 履 行 主 体 责
任，约谈平台 18 次，全面巡
检 2 次，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7 份、改进建议书 9 份，要求
提 交 书 面 说 明 和 整 改 材 料 7
次 。 当 前 ， 指 定 平 台 为 慈 善
组 织 提 供 募 捐 信 息 发 布 服 务
更 加 专 业 ， 互 联 网 募 捐 运 行
更 加 规 范 有 序 。 此 外 ， 民 政
部 还 组 织 专 家 对 20 家 平 台
2018 年 度 工 作 及 运 营 情 况 进
行了评审和质询。

（来源： 新华网）

20 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
2018 年募集 31.7 亿元

暮色四合，山谷里桃花、杏花和
油菜的浓墨重彩暗淡下来，一串串大
红灯笼亮起，映照出修葺过的豫西旧
民居的模样。这座房子曾住着一对普
通农家兄弟，现在成了文艺气息浓郁
的三彩展览馆。

夜 色 中 ， 三 彩 釉 画 拼 成 的 作 品
《八方门神》 流光溢彩，由上千只陶碗
组合的壁画 《宙》 大气磅礴，神秘图
案 “ 河 图 洛 书 ” 隐 于 三 彩 环 境 艺 术

《河洛》 之中⋯⋯小山村呈现出不逊色
于专业殿堂的艺术之美。

“回归自然，寻找艺术最本真的土
壤，艺术也有了更大的舞台。”三彩展
览馆的主人、55 岁的中国陶瓷艺术大
师郭爱和说，最初为寻求创作突破口
在山村落脚，意外的是，艺术和乡村
发生了更奇妙的化学反应。

这里是河南省洛宁县罗岭乡前河
村，它的另一个名字更为人熟知——

“ 洛 阳 三 彩 陶 艺 村 ”， 又 称 “ 爱 和 小
镇”。经过艺术雕琢的山村，仍保留着
醇厚的天然趣味，山间芳树遍植，传
统民房、窑洞点缀其间，以陶缸为原

料的创意作品随处可见，每年吸引数
十万人前来观光。

“过去村里坑坑洼洼，缺水少电，
大家都住在破房里，除了电灯啥电器
也用不上。”刚刚建了新房开餐饮店的
前河村村民吉京涛回忆。洛宁属国家
扶贫开发重点县，交通闭塞的前河村
更是养在深山人未识，2015 年，从事
陶 艺 创 作 多 年 的 郭 爱 和 入 驻 前 河 村 ，
以艺术家的眼光重新审视和设计这个
小村落。

前河村地处中国陶瓷发源的核心
地带，距以彩陶闻名的仰韶文化遗址
62 公里，距汝窑遗址 126 公里，距钧窑
遗址 196 公里。郭爱和将村庄的文化底
蕴与自身所长结合，用 9999 只大陶缸
打 造 艺 术 底 色 。 在 这 里 ， 陶 缸 是 花
盆 、 护 栏 、 垃 圾 桶 ， 是 坐 凳 、 展 台 、
指路牌，也是山谷间绵延的步道，是
艺术景观的原材料。

高达 85%的森林覆盖率则是前河村
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优势。除了原有
的常青柏树，郭爱和结合时令，用二
月兰、向日葵、波斯菊等花卉设计四

季花谷。山坡的弧度、道路的设计也
相应进行了艺术化的调整。

破落的窑洞、老旧的民居，甚至
歪歪斜斜的麦秸垛，这些村民眼中无
用 的 累 赘 ， 却 是 郭 爱 和 最 看 重 的 宝
贝。乡村风物的价值被艺术家重新发
现，稍加修饰就成了与环境极为融洽
的人文景观。

占地 3000 亩的“爱和小镇”，很快
有了乡村风情艺术公园的模样。项目
区内不设食宿接待业务，由搬迁出去
的贫困户负责，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
里的村民，第一次在家门口有了种地
以外的收入。

“乡村建设不仅是经济建设，也是
文 化 和 心 灵 建 设 ， 要 让 艺 术 走 进 乡
村 ， 感 染 乡 村 ， 塑 造 乡 村 。” 郭 爱 和
说。每年冬天，他都要举办一次当日
艺术展，邀请国内外艺术家来“爱和
小镇”，当日创作、当日展览、当日拍
卖、当日捐赠，款项用于周边村庄适
龄儿童的美育教育。

这场公益“快闪”，已成为“爱和
小镇”最浪漫的艺术符号。2015 年至

今，参加当日艺术展的艺术家由首届
的 23 位增加到 100 位，共募集爱心款
项 64.8 万 元 。 6 所 学 校 建 起 了 美 育 教
室，惠及 1200 名学生，音乐、美术等
人类艺术之光，正照进农村孩子的心
里。

“ 实 践 证 明 ， 艺 术 家 介 入 乡 村 建
设，对乡村风貌的重塑、乡村产业的
振 兴 、 群 众 观 念 的 转 变 都 有 积 极 作
用。”洛宁县委书记张献宇说。

不久前，村民吉京涛的三层新房
装修完工，最令人称羡的装饰是件木
质 艺 术 品 。 那 是 他 从 山 上 拉 回 的 树
根，经反复打磨而成。“以前肯定当柴
烧了，现在村里人争着要。”他特意请
来郭爱和帮忙设计，“农民也讲究美、
欣赏美了。”

郭爱和常常想起几年前的那个夜
晚，他像误入桃花源的武陵人，偶然
发现了前河村这条山谷，面对满天星
河下静谧原始的村庄，激发出无限的
艺术灵感。如今，艺术正以它特有的
力量，潜移默化再造当地的乡土文明。

大山里的“爱和小镇”：

当乡村遇上艺术
新华社记者 王丁 桂娟 双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