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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爱心织女团”的创始人，常年奔波在志愿服务第一线

苗畬：传播正能量，我会一直做下去

12月14日早上五六点钟，天黑蒙蒙的。伴随着郑州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中原区中原西路沿线出现了
一群提着围巾、热水的人，他们一路走，一路将手中的围巾、热水分发给路上正在忙碌的环卫工们，这一举动
为这个严寒刺骨的冬日凌晨带来了一股暖流。他们就是由苗畬带队的“爱心织女团”。这个团队从2011年
成立，至今已经用这种方式为环卫工、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交通协管员等送去了一万多条围巾。每
一条围巾都是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学生们一针一线利用课余时间织出来的。戴过的人都说，很温暖、很
实用。

苗畬和他的团队多年来的付出得到了肯定。12月20日，备受关注的第四届“郑州慈善大奖”评选结果出炉，
苗畬入选优秀慈善志愿者，中原区则入选创建慈善城市先进县（市、区）。记者 张改华/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苗畬是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的老师。12月 14日，记者见到苗畬时，
他正在为学生们上课，主题是关于职业
素养，课堂气氛轻松而愉悦。

“‘爱心织女团’每年会以入冬后的
第一场雪为界限，开始分发围巾、手套、
坐垫等学生们亲手制作的爱心物资，但
今年我们的口号是‘比初雪早一天’，所
以，12月12日的时候，我们带着围巾、护
手霜在荥阳桥楼镇东郭村民族小学进
行了爱心活动，那个学校只有 60个学
生、10名老师，见到我们去，他们都很高
兴。”下课后，苗畬一刻不停，开始介绍
关于“爱心织女团”的点点滴滴。

说起“爱心织女团”的成立，苗畬
说，那是 2011年，他在巡视课堂时，发

现一个女学生在织围巾，上前一问才
知道是为男朋友织的。苗畬说：“当时
比较震惊，这么小的年纪就有男朋友
了，该怎么引导呢？”堵不如疏，于是，
苗畬萌发了一个念头：不如让更多的
孩子们都来织，把成品送给留守儿童、
环卫工等需要的人群，这不正是一直
以来给学生们在课堂上强调的自我价
值体现吗？

说做就做，苗畬随即自己掏钱买来
一堆毛线，成立了“毛线编织班”。开办
之初，“毛线编织班”就有三四十个人加
入。苗畬欣喜地发现，这项活动极大调
动起了孩子们的积极性，玩手机、去网
吧上网的人少了。孩子们晚上在寝室
织着围巾，互相交流着，也打破了宿舍

的沉闷，让孩子们的感情更加深厚，人
际交往能力进一步提升。这些也都是
苗畬一直在课堂上致力于教给学生们
的能力。

正式开办一年后，2012年，“毛线编织
班”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爱心织女团”。

“爱心织女团”不只有女生。“每年
都会有男‘织女’加入，去年就有十几个
‘男织女’主动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别
说，他们织得挺好看。”苗畬说，“‘爱心
织女团’也受到了郑州市慈善总会的
高度关注，现在已经是一个正式立项
的慈善项目了，名字叫‘爱心手工，关
爱社会弱势群体项目。’”目前，“爱心
织女团”的毛线等物资都是由郑州慈
善总会提供。

传播正能量
中原区入选
创建慈善城市先进区

“爱心织女团”成立至今，已经是
第七个年头了。学校每周会组织一
次编织课，老手带新手，教会编织技
能，同时传递志愿服务理念。“现在每
年固定会有200多个学生加入到我们
的团队中来。”苗畬说，每年 10月份，
学生们就开始忙活，织围巾、织手套
等，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准备，送温
暖活动会一直持续到次年3月。

为了环卫工人们的安全，2014
年，“爱心织女团”经过不计其数的实
验，还设计出了会发光的围巾。同年
冬至，“爱心织女团”邀请了 200多名
交通协管员和环卫工来到学校，献上
了会发光的围巾。当时，郑州也被誉
为“最温暖的一座城”。

近年来，中原区一直致力于弘扬
慈善文化，鼓励公众关注和参与慈善
事业，扩展慈善资源，加大对弱势群
体的救助力度。2017年以来，中原
区已经开展了“精准扶贫”“贫困群
体重大疾病救助”“扶贫助残”“困境
儿童、孤残儿童救助”“救急难慈善
项目”“银龄行动”等 10项慈善专题
救助，辖区 12个街道也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由各街道慈善服务站设立具
有各自特色的慈善项目，中原区慈
善总会提供资金支持，打造“适度慈
善型”慈善救助。

一系列的举措，让中原区慈善事
业蓬勃发展。在 12月 20日出炉的第
四届“郑州慈善大奖”评选中，中原
区成功入选创建慈善城市先进县
（市、区）。

中原区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
像苗畬这样的志愿者的点滴奉献。
苗畬说，目前手头的各种志愿项目他
都会一直坚持下去。“郑州是一座大
爱之城，她的大爱，就是要通过我们
这些一点一滴的行动来汇聚。我们
会继续为郑州这座大爱之城添砖加
瓦，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爱心织女团”受到郑州慈善总会高度关注

苗畬早在 2009年就成立过志愿服
务队，一直很关注留守儿童的成长。
这么多年，他几乎跑遍了郑州周边县
（市）区的学校，深切地感受到郊县孩
子们急需的不仅是物质援助，而是精
神援助。

今年 8月份，苗畬老师到登封市垌
头村为留守儿童送关爱，当时活动的主
题是“我的梦想”。

“活动中，有个小女孩儿说她的梦
想是当明星。我问她为什么？她说，
当明星可以穿漂亮衣服，可以挣很多
钱。老实说，我很震惊。”苗畬说，还有
个小女孩儿说她的愿望是上大学，问

她要上哪所大学，她说就上垌头村大
学，提及清华、北大，她一脸茫然，从没
听说过。

这两件事带给苗畬的感触很深。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郑州周边留守儿童
聚集的小学奔走，发现其实在硬件设施
上，这些地方已经做得相当可以了，最
缺乏的是思想上的教育。”苗畬开始萌
发一个念头：志愿活动，能不能由“送物
质”改为“送思想”？

于是，苗畬以“我有梦想要发芽”为
题，大胆设立了一个新的帮扶项目，旨
在帮助留守儿童进行思想信念方面的
教育。这个项目得到了郑州市文明办

的认可，在今年11月的第三届圆梦郑州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 40多个项目中脱
颖而出，成功进入前十名，获得立项。
目前，这个项目正在紧张推进中。

苗畬说，“我有梦想要发芽”项目
计划在郑州的新密、登封、巩义、中牟、
荥阳、新郑分别选择一个留守儿童聚
集的学校进行试点，通过思想信念教
育，让孩子们认识自我、理解他人、融
入集体、高效沟通、优化行动、重塑价
值、坚定信仰。“现在重要的并不是一
次两次的物质援助，而是帮助孩子们
拓宽眼界，重塑价值观，从而实现我们
的中国梦”。

转变观念 志愿活动由“送物质”改为“送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