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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汶川地震特刊:十年涅槃，志愿服务星火已燎原

10 年前，众多志愿者投入到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中，如今——

编者按：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2001 国际志愿者年”启动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志
愿精神的核心是服务、团结的理想和共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
志愿精神是联合国精神的最终体现。”这句话指出了志愿精神的本质，表达了人们对志愿服
务的由衷赞美。志愿服务的精神概括起来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服务精神的传
承和普及，对于倡树全民正能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志愿服务，人人可为，只要每个
人都能贡献出一己之力，必然会凝聚成爱的海洋，让社会每个角落洒满温暖的阳光。

志愿服务星火已燎原

（1）“10 年前的那场地震确实让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但我始终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坚信自己将会沿
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志愿者董明珠说出此番话时眼神异常
坚定。

（2）很难想象，眼前如此瘦弱的董明珠在“5·12”汶川
特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就跟随河南户外救援队驱车
40 多个小时从洛阳赶赴极重灾区北川老县城开展志愿服务
工作。一周后，户外救援队决定返回河南，途中董明珠想的
全都是灾区的场景，当到达洛阳后她连家都没有回，3个小
时之后毅然决然地再次踏上了前往灾区的路。而这一次，26
岁的董明珠便再也没有回到河南，她扎根在四川，从事志愿
服务，为公益事业而奔走，一晃就是 10 年。

（3）“当年在灾区所看到的和听到的，让我感受到前所
未有的震撼，那一幕幕情景让我决定留下来为他们做一些事
情，特别是当有一天一个孤儿抱着我叫我‘妈妈’的时候，
那份责任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董明珠说。

引用志愿者董明珠的话开
头，开门见山。

1、细节描写，真实感人；
2、关键词：责任

题目简洁明快，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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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今，董明珠已经成为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副秘
书长兼项目总监，依然坚持从事灾害应急救援、饮用水安全、
灾后儿童心理陪伴等志愿服务工作，并先后参与了玉树地震、
芦山地震、鲁甸地震、茂县特大山体滑坡等灾害救援协调工
作。

（5）10 年前，当时像董明珠一样，怀着满腔热血来到抗
震救灾第一线的志愿者还有很多。共青团四川省委统计，
“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中，受灾地区累计接受志
愿者报名 118 万余人，有组织地派遣志愿者 18 万余人，开
展志愿服务 178 万余人次。四川省委党校“5·12”汶川特
大地震灾害应对研究与培训中心学术主任顾林生表示：“以
汶川特大地震志愿服务为起点，从此中国志愿者爆发出巨大
的能量，可以说 2008 年是中国‘志愿服务元年’。之后，
志愿服务如同燎原的星火越烧越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志
愿服务中。”

（6）一场地震唤醒了公众参与的热情，并自愿投入到抗
震救灾当中，这种精神被北京博能志愿基金会联合创始人翟
雁称之为“5·12 志愿精神”。10 年来，伴随着四川志愿队
伍规模的不断扩大，志愿服务范围的持续拓展，特别是应急
志愿服务的发展，更助力了四川青年志愿者服务事业的蓬勃
发展，越来越制度化、常态化、专业化。汶川特大地震灾后
重建和发展振兴，处处离不开志愿者的奉献。

（7）“如果说汶川特大地震是四川应急志愿服务的启蒙，
那么芦山地震时的志愿服务则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可借鉴的
经验。”共青团四川省委社会联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芦
山地震中，抗震救灾领导小组下设了社会管理服务组，成立
了“雅安市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让大量
社会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对接，以引导志愿者和社会组织依
法、有效、有力地参与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

（8）芦山地震后，四川各地相应成立了群团组织社会服
务中心，打破行业界限、部门界限、地域界限，搭建聚合平
台，引导社会力量，让志愿服务成为常态化。特别是在九寨
沟地震中，九寨沟地震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协力中心迅速协同
救援队伍、基金会、企业等 115 个组织开展救灾行动，并登
记、派遣志愿者 2288 人从事协助疏散、物资搬运、伤员救护、
民族语言翻译、后勤保障等工作，在引导社会力量有序救援

2——5自然段，从个人拓展到
一个群体，从点到面，列数据，
摆事实，层层深入，引出主题：
志愿服务星火已燎原，并与细
节处照应题目。

介绍志愿者董明珠的背景，经
历和成绩，丰富了文章的内容。

6——8自然段，通过汶川地震
中的志愿者到芦山地震中得支
援者，展现我们志愿服务从个
人行为到制度化，规范化，专
业化的发展，照应题目“志愿
服务星火已经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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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9）“现在的社会组织在应急志愿服务方面更加专业，不
仅在灾害救援中多方协调，进行资源共享，而且将志愿服务
从救灾扩展到了防灾减灾教育领域，通过持续培训和演练，
让大家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灾难。”壹基金公益基金会项目
工作人员魏明涛也多次参与灾害救援的志愿服务工作，深刻
感受到这 10 年来志愿服务工作发生的变化。

（10）四川志愿服务工作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志愿者们的无私奉
献，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志愿者，投身志愿服务，传递志愿精神。
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千余名志愿者留下来继续服务，
成为四川志愿服务领域里的中坚力量，在重建过程中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11）绵阳安洲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安洲驾校校长李代全
10 年来坚持为山区贫困村修建道路和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
还对贫困学生和老弱病残群众进行资助，带动贫困山村脱贫
奔小康。北川县财政局办公室副主任蔡凯在汶川特大地震后
组建了一支 240 余人的志愿者团队“北川羌风志愿者爱心团
队”，从事助医、助老、助残、助学、献血等志愿服务，并
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优势在网络上宣传正能量；“中国心”志
愿者团队在汶川地震后，一直留在北川服务至今，坚守着志
愿服务的初心……这些在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安州区等
地震重灾区的志愿者们的坚守，也促进了绵阳市志愿服务工
作的发展。

（12）汶川特大地震后，志愿服务不再是一个人、一支队伍
的“义气之举”，而是演化为四川各地有组织、目的明确、
参与广泛的社会治理活动。绵阳市率先建立了由市委主要领
导任组长的志愿者领导小组和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全市志愿
服务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并注重发挥党员志愿者的引领作用，
要求每个党支部每年要完成 1个以上服务项目，每名党员干
部年服务时间不少于 48 小时。此外，还建立了 350 个社区
志愿服务工作站，并结合各地各部门工作特点和市民所需以
项目化推动志愿服务蓬勃开展，确保志愿服务在公共场所长
效化、规范化。

9——10 自然段，通过壹基金
工作人员的讲述和汶川地震中
规范化，制度化的志愿服务，
点出制度化，规范化的志愿服
务更能做出贡献。

11——13，再次以四川绵阳为
例，志愿服务通过党政主导、
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推进模
式，目前已经步入了制度化、
常态化、规范化轨道，并蓬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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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绵阳志愿服务通过党政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
的推进模式，目前已经步入了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轨道。”
绵阳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各类志
愿服务组织 4123 个，注册志愿者 30.2 万余人，绵阳城区注
册志愿者人数占建城区总人口的 15.2%。

（14）“几年前，60 岁的刘大爷还不知道志愿服务工作到底
做些什么，如今，在我们志愿者团队实际行动的影响下，他
已经成为我们团队中的一员，并主动要求在去世后捐献遗体。
志愿服务精神的种子已经在灾区人民的心中生根发芽，并将
不断传播下去。”蔡凯说。

【点评】
这篇时评文立意深刻。开篇志愿者的个人行为入题，高人一招。第二、三、四、五段，从
个人的志愿服务行为拓展到群体志愿行为，即“志愿服务星火已燎原”表现之一；六、七、
八段，写出不仅要有蓬勃发展的志愿服务行为，更要有政府的引导行为，使志愿服务向制度
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即“志愿服务星火已燎原”表现之二；最后，通过举例子，摆事
实，再次展示出志愿服务在政府地引导向更专业化地发展，以及做出得重要贡献，即“志愿
服务星火已燎原”表现三。全文层层深入，深刻透彻。

来源：《光明日报》（ 2018 年 05 月 09 日 04 版）

作者： 光明日报记者 李晓东 光明日报见习记者 冯帆

【时代警语】

以 2008 年的汶川特大地震志愿服务为起点，从此中国志愿者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之后，志
愿服务如同燎原的星火越烧越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为了助力志愿者服务事
业的蓬勃发展，通过党政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推进模式，志愿者服务事业越来越制
度化、常态化、专业化。那些大灾后重建和发展振兴，处处离不开志愿者的奉献。志愿者者
精神传递出正能量。志愿服务精神的火种已经在每一个有血性的人心中燃烧，并将形成“星
火燎原”之势。

以典型案例，说明志愿服务精
神深入人心，志愿服务蓬勃发
展。含蓄委婉地照应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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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

【推荐时文】

编者按：我们设立国家公祭日，是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中殒身的三十万生灵；我们设立抗战
纪念胜利日，是为了致敬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百万同胞。纪念，大多与苦难
相关，与伤痛相连。所谓的纪念难道是为了撕开昔日的伤口，让灾难后被时光渐渐抚慰的人
们再次直面曾经的悲痛吗？
不经意间，汶川地震也过去了十年。十年，3653 天，昔日躺在担架上的“可乐男孩”如今
成长为成都可口可乐博物馆的负责人；3岁的“敬礼娃娃”如今成长为一个谦卑前行的中学
生……然而时间并不是一条单行线，它虽大步向前，但也总会兜兜转转回到改变一切的起点。
重回过去，不是一味沉浸在往昔的伤痛中，而是让我们不忘苦难，不忘来时路，在纪念中凝
聚进步的动力……

在纪念中凝聚进步的动力

（在题目中点名纪念的意义，简洁明快。）

2018 年 5 月 12 日，是汶川地震 10 周年纪念日。从上个月开始，很多媒体陆续奔赴昔日

的重灾区，回访、记录 10 年来灾区的嬗变；很多地震亲历者会不自觉地在心底打量：10 年
前我在哪里？更多的人期待听到震区幸存者们的近况：10 年了，他们过得还好吗……所有

这些，都是生者纪念 10 年前那场大地震的仪式的一部分。（介绍背景，汶川地震十周年，
记者的探访和亲历者心底的打量进入文本，带动读者的思索。）

震后 10 年，确实发生了太多改变。地震遗址的废墟上已长出青苔，曾经伤痕累累的震

区被修葺一新，多数幸存者早已回归平静的生活，逐渐走出灾难的阴影。但无论你承认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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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大灾大难的影响仍在继续，它早已内嵌于所有人这 10 年的来路中，成为今天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承接上段，地震十年，物人皆变，但影响仍在。）

对于很多人、很多地方来说，“5·12”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不忘来时路，

便是今天生者开展纪念的重要内涵与使命。（点出“5·12”的意义，引出文章的中心议题：
纪念在于不忘来时路。）

我们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了很多，也检验了很多。从学校、建筑的抗震质量，到救灾应急

体系的效率，从民间慈善的发端到社会公益的生长，这些在地震中被检验，也经由抗震救灾

的淬炼，获得了成长，并在这 10 年的历次灾难应对中得到进一步考验和巩固。这是可堪告
慰死者之处。（汶川地震的反思：物质设施、公益团体的成长。“从……到……”的句式以
极简的语言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地震 10 年，改变了很多，也有很多遗产需要保留并放大。譬如对生命的珍视，对开放
价值的认可，对以人为本的践行，对专业、科学的敬畏，对命运共同体的坚守，这些依然是

必须高举的理念之旗。生命高于一切，人就是目的，不再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它必须在社会

发展与治理的每一次行动中得到彰显。（汶川地震的反思：精神层面、生命价值的思考。逻
辑层次上升，提升了文章的深度。）

纪念，是为了铭记，更是为了抵抗遗忘。不只是怕遗忘死者、忘却悲伤，更是避免遗忘

教训和经验。如果说灾难是一个民族成长过程中必经的锻造，那么，铭记和吸取灾难的教训，
从灾难中凝聚进步的动力，才是“多难兴邦”的前提，是兑现时代对灾难补偿的必由之路。

（纪念的第一重内核：抵抗遗忘。采用“是……更是……”“不只是……更是……”的递进
句式，语意逐渐加强，意义逐步深入。）

纪念，不只是要放大那些进步的、成长的，也要再次打捞那些不足的、沉默的；不只是

为了激发感恩，更要检视那些应该有的愧疚。对幸存者的心理重建完成了吗？所有学校的建

筑都牢固得让人放心了吗？在宏大的公共纪念叙事之外，是否能为个体留下足够的缅怀、舔
舐伤口的自我空间，获得不被打扰的权利？纪念不一定都是要欢愉的，它也应该允许悲伤。

（纪念的第二重内核：检视不足。连用三个反问，语气一层比一层加强，思考一问比一问深
入，直抵人的内心深处。）

纪念，是为了逝去者，它当然要面向过去；但归根结底是为了幸存者，并指向未来。我

们怎样看待过去，我们如何对待伤痕的岁月，我们如何对待生命，乃至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

不足，都能在纪念中找到答案。这种答案，关乎我们对逝者的尊重，更关乎生者现在的生活，
关乎个体的尊严，关乎我们所共处的这个社会的未来走向。（纪念的第三重内核：面向未来。
三部分以并列的形式展开，同时在逻辑上又有加深，体现了思维的深度。）

“5·12”，汶川，从来不是一个抽象和模糊的灾难标签。它是逝者与废墟，它是天崩
与地裂，它是生命与新生。10 年中，灾区内外，都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发展，新的建筑代替

了废墟，地震遗腹子已经上了小学，人心的伤口慢慢愈合。但请记住，变化不是对灾难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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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覆盖，更不是对记忆的自动美化。灾难就是灾难，无数人承受的痛苦、别离，不会因

为进步的代偿而稀释。（汶川地震已过十年，废墟上长出了高楼，瓦砾间开出了花朵，但曾
经的痛苦和别离并没有因此稀释。重回写作的命题，把人们的目光再次拉向汶川。）

10 年，置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不是一个太长的刻度。但对于那些需

要抚平伤口的幸存者而言，10 年又足够漫长。时间孕育了力量，时间也催生了改变，惟愿
时间继续抚慰人心，还生命以尊严，还家园以安宁。（重申纪念汶川地震的目的，笔调饱满
而富含深情。）

来源：2018 年 05 月 10 日 中国青年报 作者:任然中国青年报

【时代警语】

时间催生了改变，因而我们看到了震后建筑的质量有了的提高，应急的效率有了提升，公益
的生长有了增强；时间也孕育了力量，所以我们看到了对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的认可，对祖
国的认同。我们纪念灾难，不是为了重忆伤痛，而是为了审视自己，为前行的道路凝聚进步
的力量。

【思维导图】

http://www.baidu.com/baidu?word=%E4%B8%AD%E5%9B%BD%E9%9D%92%E5%B9%B4%E6%8A%A5
http://www.baidu.com/baidu?word=%E4%B8%AD%E5%9B%BD%E9%9D%92%E5%B9%B4%E6%8A%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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