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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太可爱了！”经过一老一少近1
小时的巧手剪纸，2月8日上午，在慈溪崇
寿镇傅家路村的一幢老楼房内，外形可
爱、憨态可掬的冬奥吉祥物“冰墩墩”“雪
容融”出现在了大家眼前，这是73岁的民
间剪纸艺术家胡玉飞和8岁萌娃卢栩墨
老少联手，一起剪出的冬奥吉祥物，为冬
奥健儿加油。

当天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胡玉飞
家，只见二楼的一方斗室内，墙上、桌上到
处贴着或放着剪纸作品，花鸟虫鱼、飞禽
走兽、历史人物，特别是几件老虎剪纸作
品更显虎虎生威，这是老人春节期间刚剪
的迎新之作。

“墨墨，我们准备开剪。”裁好红纸，把
“冰墩墩”和“雪容融”图案分别用针线缝
在红纸上后，胡玉飞和小栩墨人手一份，
一老一少拿着小剪刀神情专注地开始剪
起纸来，老人不时停下手中的剪纸指导萌
娃一番。

此时，在一旁看小栩墨剪纸的妈妈陈
维丹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她很小的时
候就喜欢做手工，现在对剪纸特别钟爱，
已经来胡奶奶家好几次了。”家住浒山城
区的陈维丹告诉记者，女儿现在在实验三
小读书，过年前，来胡玉飞处拜师学艺，和
老人一起剪了老虎、春天、奥运会等不少
题材的剪纸作品。冬奥会开幕后，女儿喜
欢看冬奥赛事，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健
儿比赛就喊“加油”，获得金牌时更别提有
多激动，国歌奏响时她还会站起来敬礼并
跟着节奏唱。奥运吉祥物“冰墩墩”和“雪
容融”更是她的最爱。

经过一老一少近1小时的精心剪裁，
栩栩如生的“冰墩墩”和“雪容融”出现在
大家面前。“别看这娃小，反应灵敏，手速
快，剪得蛮不错。”胡奶奶的赞美给了小栩
墨莫大的鼓舞。“前段时间我和奶奶已经
剪了好多奥运有关的剪纸，‘冰墩墩’和

‘雪容融’最可爱，我想把它送给奥运健
儿，为他们加油。”小栩墨说。

已有20多年剪纸经验的胡玉飞是民
间剪纸艺术家，她的剪纸作品已成为当地
的一张艺术名片，每当国内外客人来傅家
路村参观，这些剪纸作品总能吸引游客的
目光，并作为礼赠之物。为了提升剪纸技
艺，她学国画，学农民画，自画图案剪精
品，近年来，《金牛送莲（颂莲）》《清洁河
道》《众志成城战疫情》《党的光辉历程》等
多幅剪纸作品在各类民间剪纸比赛中获
奖，不少作品还入选宁波市优秀农民画、
剪纸展览。因名声在外，前来拜师学艺的
孩子也多了，胡玉飞都热心接待。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陈利群 冯茜 锦婷 吉敏 文/摄

老少联手
共剪“冰墩墩”“雪容融”

胡玉飞（左）和卢栩墨展示“雪容融”“冰
墩墩”剪纸作品。

加入锋之社特别是担任
“青鸟探巢”项目负责人后，沈
斌华充分发挥多年的企业管理
经验，像养育孩子般精心经营
项目。

经过不断探索，他和团队
成员为项目制定了精准的帮扶
体系：针对每户家庭，建立包括
个人经济年收入、健康水平和
实时需求等内容的帮扶档案，
搭建包括日常追踪、就医陪诊、
住院陪疗等一站式助医系统，
同时在助医健康帮扶、心理精

神慰藉、经济收入提升三个方
面为每户家庭定制个性化帮扶
方案，并通过创新建立“社工+
医疗志愿者+社会志愿者+本
地志愿者”的帮扶团队架构，确
保项目队伍专业化、管理规范
化、实施精准化。

这一帮扶体系也逐渐被认
可。2020年，“青鸟探巢”获得

“宁波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金奖”“浙江省志
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浙江省
计生协十佳改革创新项目”，

2021年获得“浙江省青年志愿
服务大赛金奖”“中计协暖心之
星”称号。

接下来，沈斌华计划为失
独老人建一家专属养老院，助
力失独老人实现老有所养、老
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
美好愿景。

据了解，成为“青鸟探巢”
项目负责人以来，沈斌华不光
出力还出钱，目前已为项目自
掏腰包四五十万元。

记者 贺艳 文/摄

像养育孩子般精心经营项目，还自掏腰包四五十万元

放下自己的企业经营公益项目

他像孝敬父母般“宠”着失独老人
今年春节，对沈斌华来说，比平常更忙碌。他拎着新年礼物，忙着“走亲戚”，一天要走3户，而

且必须坐下来吃饭。这些“亲戚”和沈斌华本没有血缘关系，却胜似亲人。
2017年，由奉化区计划生育协会牵头主导，奉化锋之社爱心服务协会承接了失独老人健康关爱

项目——“青鸟探巢”落地实施。有企业管理经验的沈斌华放下自己拥有上百名员工的企业，自告
奋勇，成为“青鸟探巢”项目的负责人。5年来，他像孝敬父母般“宠”着失独老人。

春节期间，记者受邀和沈
斌华一起到奉化区锦屏街道的
朱叔叔家里做客，一起去的还
有3名“青鸟探巢”志愿者。

沈斌华拎着米、油、牛奶等
新年礼物，熟门熟路来到朱叔
叔家里。其他志愿者则从菜市
场买来了菜，和朱叔叔一起准
备午饭。厨房里，洗菜、切菜、烧
菜、端菜，大家分工协作，很快
饭菜香气四溢。客厅里，沈斌华
和朱叔叔的老伴应阿姨不紧不
慢地聊着天。这一温馨时刻像
极了儿女过年回家陪伴父母。

“青鸟探巢”探的是逐渐老
龄化的失独家庭。每户失独家

庭都配有固定的志愿者小组对
接，包括一名医务工作者。志愿
者们除了每个月上门和老人团
聚，还负责日常为老人量血压、
测血糖；老人身体不适，及时陪
同上医院治疗；遇到台风、暴
雨、雨雪等极端天气，及时打电
话发微信提醒等，志愿者们承
担着子女的角色，用爱抚平失
独家庭的伤痛。

沈斌华说：“我们不是帮扶
者，而是他们的孩子。志愿者每
个月都会上门看望失独老人，
一起烧饭吃饭，这叫‘回家’。”

失独老人是一个特殊群
体，大部分人生活在悲伤的阴

影中，害怕接触社会。针对这种
情况，沈斌华一开始就制定“浸
入式”帮扶模式，拒绝做一阵风
似的走访慰问。

这次去做客吃饭的朱叔叔
家，沈斌华早在2017年就开始
接触了。“记得第一次来朱叔叔
家里，只有朱叔叔一人出来接
待我们，阿姨就坐在里面房间
不肯出来，我们聊了半个小时
就聊不下去了。过了一个月，我
们又来到朱叔叔家里，并且买
了菜一起烧饭、吃饭、聊天，尴
尬的局面才慢慢化解。这让我
更加坚定地意识到，做这个项
目必须要‘走进去’。”

制定“浸入式”帮扶模式，从聊不下去到一起烧菜吃饭

“青鸟探巢”对沈斌华而
言，更像是在经营一家企业，这
跟他之前的工作经历大有关
系。沈斌华在宁波、义乌都办
有企业，员工上百名。

沈斌华与志愿事业结缘要
从2014年说起。当年10月，他
受一位朋友邀请，到鄞州区下
应街道一家敬老院参加志愿活
动。这位朋友是锋之社的志愿
者，锋之社是一家以奉化当地
医疗志愿者为主要力量的专业

性社会公益机构，重点关注农
村基层弱势群体，目前团队成
员已发展到近千人。

当天，志愿者给敬老院的
老人们送去了洗发、理发、修剪
指甲等服务。沈斌华清晰地记
得，临走时，一位80多岁的奶
奶拿了两只苹果、3只桔子和一
把红枣，塞到他怀里，并拉拉他
的衣袖问他，什么时候再来？

“老人渴望的眼神至今还
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她是多

么希望有人陪她聊聊天。那一
刻，我感到自己被认可，被需
求。”沈斌华说。

这次志愿活动之后，沈斌
华被拉进了锋之社东钱湖基地
QQ群，也成了一名志愿者。随
着志愿活动的一次次举行，他
觉得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用
他的话来说就是“放不下了，越
陷越深”。后来，他索性将企业
交给职业经理人，自己一头扎
进了志愿事业。

将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自己一头扎进志愿事业

沈斌华和志愿者在朱叔叔家吃团圆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