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尚德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理事长俞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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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梦琦李天玉张爱华
“红色摄影”留下历史记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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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阎义

辉辉煌煌中中国国 奋奋斗斗有有我我

“做公益是做人心的事业，
它的基础在于尊重 、 信任和认
同。 做公益的目的就是让人人都
怀有对生活美好的希望。 我做公
益事业的最终追求就在于回报社
会， 实现我个人在社会中的人生
价值。 所以， 我甘愿做公益事业
的先锋。” 北京尚德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 （以下简称 “尚德公益”）
理事长俞陈锋是这样说的， 也是
这样做的。 他从2012年开始踏上
做公益事业的道路到今年已经7
年。 7年里， 俞陈锋通过不懈的
努力和工作， 终于被职工赞赏，
被社会认可， 被受益者称赞， 他
荣获 “2019年度首都劳动奖章”。

投身公益事业
帮助先天缺陷孩子

俞陈锋出生在安徽省九华山
下的小山村。 2001年， 他怀揣着
对未来的憧憬， 独自来到北京求
学、 闯天下。 他秉承了九华山人
民淳朴、 勤劳的性格， 将吃苦耐
劳、 乐于助人和轻财好施的优秀
品格融入到学习和工作中。

2012年秋天， 一个偶然的机
会， 俞陈锋接触到一群特殊的孩
子 。 当他看到孩子因为先天缺
陷， 使一个个家庭陷入不幸的漩
涡之中时， 他取出自己辛苦工作
积攒的全部积蓄， 创办了一家专
做儿童感统失调训练的公益组
织。 从帮助第一个孩子至今， 他
已出资100多万元， 帮助数百名
孩子恢复了正常， 健康地成长。
俞陈锋开心地说： “看到孩子们
恢复健康， 能够幸福地成长， 我
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欣慰和满足
感！” 不仅如此， 俞陈锋还常年
资助安徽省阜阳市贫困山区的三
个失学儿童上学， 同时他经常组
织帮助困难儿童的公益活动： 联

合龙泉大地幼儿园开展跳蚤市
场， 用筹得的善款购买玩具送给
永爱康复中心的孩子们 ； 开展
“一对一” 贫困生助学帮扶活动。
俞陈锋的公益行动也影响着身边
的朋友。 他的许多朋友都主动与
他联系， 捐款捐物捐书， 救助贫
困地区的失学儿童， 使更多的人
走上了公益事业的道路。

成立尚德公益
做公益服务领先品牌

为进一步投身公益事业 ，
2014年11月， 俞陈锋成立了北京
尚德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尚德公
益）。 他整合各方资源， 用最大
的组织力量、 科学的方法、 完善
的制定、 创新性地协助政府开展
社会服务工作， 帮助更多需要帮
助的困难者， 立志要把 “尚德”
做成公益服务领域的领先品牌。

尚德公益成立后的 “第一
仗”， 就是迎接北京市总工会购
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竞标。 俞陈
锋带领他的团队， 搜集资料、 分
析研究、 策划方案、 落实细节，
终于以出色的表现成为北京市总
工会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专业第三
方， 为尚德公益事业的发展迈出
了坚实的第一步， 从而最终形成
一整套全体系的服务运行模式和
实施方案。

尚德公益顺利通过北京市总
工会项目的中期验收和结项验
收， 项目成果也获得了北京市总
工会和相关领域专家的一致好
评。 俞陈锋带领团队又相继承担
了 “‘公益、 成长’ 公益组织联
合行动” “志愿服务发展沙龙暨
北京市大学生公益联盟启动仪
式” 等大型活动和项目， 均取得
了成功。

2017年， 尚德公益的业务进

一步纵深发展， 推出了众多创新
度高 、 实效性好的公益品牌项
目 。 尚德公益在 2016年 、 2017
年、 2018年连续三年承办的门头
沟区社会组织公益汇， 充分展示
门头沟区社会公益成果， 加强了
公益服务行业经验交流。 “尚德
公益在不断探索中， 已经总结出
一套完整、 科学的运营模式， 但
在创新程度上、 标准建立上仍需
继续加油！” 俞陈锋说。

走出国门
开拓公益慈善视野

2017年， 俞陈锋通过选拔成
为国际公益慈善学院EMP学员。
他先后前往深圳、 英国、 台湾等
地的学校， 系统学习慈善管理课
程， 与全球慈善领域的领军人才
和来自不同领域的跨界学员展开
交流， 了解国际慈善经典案例，
探寻国际慈善与我国慈善现实相
融合之处； 掌握了更加专业、 系
统的公益学术理论知识， 获得了
更多的启发， 并寻找合作共进、
协同发展的机会。

俞陈锋说： “我们尚德一定
要凭着专业能力和服务能力， 提
升项目设计与执行能力， 做成国
内公益服务领域的最领先品牌，
进而走出国门 ， 到国际NGO组
织领域， 为中国的公益组织争得
一方天地！” 俞陈锋这次 “走出
去” 增长了公益知识， 开阔了公
益领域的视野， 找准了公益工作
的方向。

关注老年群体
公益目标在扩展

到国际公益慈善学院 “充
电”， 使俞陈锋更加坚定了投身
公益事业的决心。 他帮助的对象

从特殊儿童到高龄老人， 从困难
群众到山区低保户， 不仅上门为
低收入村户送去解决燃眉之急的
生活用品， 还为他们如何提高经
济收入出谋划策。 他立志发动更
多的社会力量扶持困难群众脱贫
致富， 不断呼吁更多的企业承担
社会责任， 踊跃地投入到精准扶
贫工作中来， 协助贫困家庭改善
生活条件。 他整合各企业和社会
资源， 联合民建东城区委深入偏
远山区 “送医下乡” 进行爱心义
诊。 在义诊中， 他们把关爱送到
那些行动不便、 就医困难的老人
家中， 为患有疑难病症的村民们
提出治疗方案， 为村民详细讲解
合理膳食、 科学锻炼等健康科普
知识， 真真正正把健康送到村民
的家中。

创建“幸福时间银行”
探索公益事业新道路

2018年5月 ， 由俞陈锋牵头
创建的门头沟区志愿者积分反哺
机制 “幸福时间银行” 正式上线
了。 志愿者在 “幸福时间银行”
存储服务的 “时间”， 用以兑换
社区生活服务或物品甚至 “变
现”， 为他人服务得越多， 享受
到的回馈与帮助也就越多， 这调
动起区域内志愿者投身公益事业
更大的积极性， 同时也起到了丰
富志愿活动种类、 提升志愿活动
规范性的作用。 在他的多方统筹
下， 志愿者开展了爱心义诊、 送
医下乡、 健康宣传、 便民大集、
绿色置换、 科普宣传、 保卫母亲
河、 徒步赛事维护等公益活动，
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门头沟地方
特色、 协同发展的公益道路。 志
愿者成为门头沟区一支坚不可摧
的公益力量。 这一举措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

“愿做创新公益服务模式的先锋”
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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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华， 女， 1962年11月出
生， 海淀区紫竹院街道魏公村卫
生服务站返聘职工。

自与膝下无子的张妈妈相
识 ， 张爱华将照顾二老视为己
任。 大爷突发心梗她送医急诊、
术后患精神合并症她取药送药直
至老人病逝； 大妈患病她去大妈
家里照料。 张爱华母亲心梗， 家
中有4位老人需要照顾， 她本可
将张大妈纳入社区服务， 但31年
她坚持照顾张大妈不离不弃。

李天玉， 女， 1982年2月出
生， 碧水源研发中心给水研究所
所长。

李天玉先后承担了市级和国
内外重大科研项目近30个， 35项
专利获得授权 ， 其中 “MBR污
水处理技术” 在全国广泛应用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她历经4
年创新性研发出的 “DF膜 ” 可
将污染水深度净化为饮用水、 并
攻克了运行费用高的难关， 每年
可为国家节约7.3亿元。

段学锋， 男， 1963年10月出
生， 延庆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2013年 ， 段学锋组建 “光
影·印象” 红色摄影队为全区321
位老兵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
老党员建立了图文视频档案， 留
下红色记忆； 2015年世园会围栏
区划定涉及两村搬迁， 他为400
余户村民在老房子里拍摄了全家
福、 用镜头记录了从空旷工地到
春色满园共12万张图片， 留下珍
贵历史影像。

杨永起， 男， 1955年1月出
生， 平谷区大华山农业技术推广
站站长。

他以20亩土地为试验基地，
筛选符合标准的绿色有机产品推
广给果农。 他坚持农户利益至上
不见实验效果绝不推荐， 曾为拒
绝假农药损失十几万元。 推广站
聘请十几家国家科研单位专家为
顾问， 拥有实验室、 试验示范基
地等已形成品牌， 推广了百余项
新技术为村民打开致富大门。

藏梦琦， 男， 1993年5月出
生， 个体宠物店店长。

创下新兵时即赴维和战场记
录的藏梦琦， 2016年去河北支教
被当地困境刺痛落泪， 随即辞职
与好友组建了 “爱心小队”。 他
们向社会募捐获爱心响应， 首次
帮扶了5所学校283个学生和10户
特困家庭， 建立一所图书馆； 继
而又帮扶了3所学校50多名特困
生， 连老父亲都感动得加入、 连
夜整理捐赠物品。

女博士创新“膜”法为百姓供健康水非亲胜亲三十载 一如母女情深 农户利益比天大 为村民打开致富门 90后维和退伍兵用行动播撒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