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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绍兴市越城区“15 分钟志

愿服务圈”中，有一支团队特别闪

亮——绍兴市越城区欢乐慈爱义

工团。义工团从 2011 年 6 月发

起成立，2015 年 10 月经民政局

正式批准注册以来，一直致力于

扶贫济困、救孤助残、助学帮教等

志愿服务活动。

义工团的团长裘宇飞和秘书

长刘丽佳，是一对夫妻。团队从

最初两个人，到如今发展成一万

多人的庞大公益组织。为了给义

工团筹集资金，这对夫妻还卖掉

了自家两套房子。

很多人会问一句“他们图的

是什么”，我们通过此次采访找到

了答案。

行动：谁有困难就帮扶

义工团 2015 年注册成立 2 个月后，成员达

到100多人，如今突破一万，其中有200多名警

察、20 多位律师、60 多位记者，涵盖各行各业。

义工团设置部门达38个，包括家政部、红娘部、

律师部、无忧儿童部等。

欢乐慈爱义工团成员小到 4 岁，大到 100

岁，遍布各个年龄层。

“我的孙子从4岁开始就加入义工团，做义

卖，参加‘天天向善’活动，每天往一只储蓄罐里

投一枚硬币。”刘丽佳说，孙子小小年纪没有钱，

就通过干家务赚钱。

百岁义工，是刘丽佳曾经帮扶的一位孤寡

老人。他95岁后，刘丽佳每年为他张罗一次生

日宴。而徐爷爷的愿望却是成为一名义工。“百

岁老人虽做不了事，但加入团队，对义工们来

说，是一种精神鼓舞。”

去年 104 岁的徐爷爷去世，生前他积极参

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

在刘丽佳看来，团队里老老小小的义工，更

像家人。前段时间，一位义工生病住院，微信群

里一条信息发出后，十多位义工赶到医院轮流

照顾。“这是一种帮扶模式，谁有困难，其他义工

会给予帮助。”

也有更多的温暖向外传递。义工团的理发

团队，走过了 57 个行政村，有些老人是第一次

体验在家门口理发。从2017年开始，义工团推

出“爱心学堂”，向环卫工人、低收入家庭子女和

“小候鸟”提供周一至周五免费学习指导和午

餐，同时开设手工劳作、心理辅导等课程，目前

已有600多人从学堂毕业。

每年，义工团都会给孤老准备年货，张罗

年夜饭。去年为了让外地人安心留绍过年，

义工团为他们送上了年夜饭和口罩等防疫物

品。

答案：做公益是为了改变

欢乐慈爱义工团自组建以来，已举行各类

公益活动 2980多次，爱心帮扶弱势群体 38898

人次，公益时数超 89.9 万小时，还获得了“中国

最佳公益组织”等荣誉称号。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刘丽佳和裘宇飞夫妻

二人的付出。他们把退休后的时间全部献给了

公益，甚至还为此卖掉两套房子。

“卖掉的房子中，有一套原本是给儿子准

备的婚房。儿子起初不理解。”刘丽佳说，自

己是这么告诉儿子的，“因为爱你，所以想跟

你住在一起”。卖掉房子后，最多的时候，家

里挤着 9 口人，但在刘丽佳看来，这是温馨美

满的。

他们内心也曾无数次问过自己：为了什

么？每到这时，刘丽佳和裘宇飞都能细数这些

年，感动自己的一个个瞬间。

爱心学堂毕业的 600 多名学生中，今年有

人考上了浙江大学，还有 17 人考上了重点高

中；曾经有孩子上课前找到她，递上来一颗冬

枣，那是孩子从家里带来的，自己不舍得吃，；

课堂外的报刊箱里，经常塞满表达感谢的小纸

条⋯⋯

这些年，他们看到了很多家庭因公益而改

变。一对因婆媳矛盾而感情濒临破裂的夫妻，

当妻子加入义工团后，刘丽佳发现他们并没有

原则性大矛盾，她就想着办法挽救，特地举办一

场为老人洗脚活动。儿媳妇替婆婆洗完脚，婆

媳二人抱头痛哭。原本闹离婚的家庭，如今已

成了慈善家庭。

公益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改变了很多家

庭，这就是“为了什么”的答案。

本报记者朱丽珍

通讯员潘金洁琼

重生：她曾经历至暗时刻

今年60岁的刘丽佳，一头短发、一袭红裙，永远

把微笑挂在脸上。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副岁月

静好模样的她，曾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

2007 年 5 月 23 日，刘丽佳出现头晕、讲不出话

等脑梗症状。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她立即赶到医

院。躺在急救室短短几分钟后，她出现瞳孔放大、呕

吐等症状。

两天后，刘丽佳苏醒，脑梗却导致她左边半身不

遂。54天后出院，从此进入人生谷底。

好强的刘丽佳不会讲话，不会走路。不肯用拐

杖的她，就用一根绳子绑着脚，走一步拉一步，慢慢

向前。“以后这只脚能拖着走，就已经很好了。”这是

医生好友做出的无奈的预测。

原本乐观开朗的刘丽佳躲在家里，一概不见亲

朋好友。“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这么狼狈难堪的一

面。”窝在家的日子，刘丽佳身体没有任何好转，还

患上了重度抑郁症，天天以泪洗面。她最害怕的是

组织来看望，“作为被救助对象，收到红包时，是最

难受的时刻。”

转折出现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邻居

见她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机里的新闻泪流不止，只

说了一句：“你怎么又哭了？你快点好起来，我带你

拉一床棉被去汶川。”

这句话，像是重启了刘丽佳身体。

“汶川人，能从废墟里爬起来，我的使命也还没有

完成。”刘丽佳开始日复一日地锻炼。她辞掉保姆，关

掉自来水改打井水，抓住一切可以锻炼的机会。

激励：母亲笔记本里有秘密

6 个月后，当刘丽佳出现在医院同事面前时，有

人激动得抱着她痛哭。“谁都想不到，我居然能恢复

得这么好。”刘丽佳能说话、能走路了。

康复后，很多民营医院、养老院邀请刘丽佳前去

工作。就这样，她与十多位老人成了结对帮扶关

系。其间，她经常凌晨接到老人的求助电话，夫妻二

人总会摸黑过去。

“有一次凌晨 2 点多，有个奶奶打来电话，说难

受死了。吓得我们赶紧过去。”当夫妻二人赶到老人

家里，老人却好端端地坐在凳子上，“老人说只是想

我们了，所以打了这个电话。”类似的事情不止一次，

但再次接到电话时，他们还是会及时上门，“不怕一

万，就怕万一。”

2011 年，随着帮扶结对的老人增多，刘丽佳和

裘宇飞商量，干脆成立一个义工团，取名“绍兴市欢

乐慈爱义工团”。

2015 年 5 月，刘丽佳的母亲去世。对于母亲，

刘丽佳曾有过误解，“我母亲以前是部队军医，退休

金不低，自己又很省。我实在想不通，她怎么会老

说钱不够花呢？”母亲去世后，刘丽佳收拾遗物时，

翻开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母亲的一笔笔花销。

每半月，母亲都给小区的拾荒者、孤寡老人发工资，

200 元、400 元⋯⋯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本子封

面上，母亲留下了四句话：帮助别人、快乐自己、不

图回报、爱心奉献。

刘丽佳决定继承母亲的遗志，将义工团的队伍壮

大。母亲留下的这四句话，被刻在了义工团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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