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值饭点，“拾光小铺”内人声鼎沸。“你来
啦，中午吃什么？”“今天的肉挺香的，你也尝
尝。”互相认识的老人们热情交谈，身穿红色马
甲的志愿者穿梭其中，询问老人对饭菜的意
见。75岁的退休党员文满玉一边吃一边拿出
手机记录幸福瞬间：“来这里就餐很方便、味道
好，还能和那么多老朋友相聚，非常开心。”

包括文满玉在内，越来越多的老人便捷就
餐的同时，还能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拾光
小铺”内，还配置有照相馆、读书角、多功能室
等。这里不仅解决了老人们的就餐问题，也实
现了各项志愿服务的无缝衔接。 （下转2版）

◆“每一束光的背后，

都代表着一个群体的需求”

“上个星期，我和姐妹们
去看了体育馆和博物馆。”刚
见到记者，74 岁的张秀云就
忍不住分享，赞叹那里的建
筑、设施太美了。虽然离村
子只有几十公里，但自己却
从未去过。

“拾光小铺”营业后，如
何满足老人对更高层次精神
满足的渴望呢？刘军风告诉
记者，除了提供相关设施设
备和服务外，他们还针对老
人的需求提供短途旅行，由

小铺的核心项目之一——
“时光旅行团”提供。

然而，带着一群六七十
岁 ，甚至年过八旬的老人
外出旅游 ，安全是最让刘
军风最挂心的问题。组织
出游前 ，刘军风都会邀请
医生为所有报名的老人做

身体评估；出游时，也会邀
请医生随行照顾老人 ，并
为老人们穿上印着“时光
旅行团 ”字样的荧光蓝色
马 甲 ，方 便 在 人 群 中 辨
认。同时 ，额外给每个老
人买保险 ，每到一个地方
都要点名 ，确保老人能玩

得开心，更能平安回来。
困难多，挑战大。很多

人问刘军风，为什么要把这
样的一个公益小铺开在乡村
里？他给出这样的回答：“开
在乡村很难，但开在乡村却
更有意义。”

刘军风表示，项目创新
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乡村志愿公益项目发展，可
复制性、可持续性较强，与尊
老、敬老、爱老、助老、孝老的
优良传统高度融合。

◆“开在乡村很难，

但开在乡村更有意义”
77岁的蒋同娥已经很久没有拍照，一

听到照相馆提供免费拍照，还为70岁以上
的老人送相框，她十分高兴。

对她来说，拍一张照片不是一件小
事。她坐得端正，怀揣几分紧张，手扯着衣
角，在镜头前露出腼腆的笑。她希望通过
这张照片被后人记住，多一些念想，留下一
份体面。

而老人的心愿，正是“拾光小铺”践行
的初心。

邵阳县五峰铺镇是湖南省首批 10 个
五社联动·家园助力站“社区基金助推基层
社会治理创新项目”的试点乡镇之一，通过

“五社联动”——即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
作者、社区志愿者及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之
间的紧密协作，社区基金有效汇聚了来自
社会各界的爱心与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
配置与高效利用，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

两年来，五峰铺镇依托社区，以五社联
动社会关爱服务体系模式，培育了13家社
会组织，招募了900余名志愿者，撬动70余
家商铺以及爱心人士，为各类公益项目的
开展奠定基础。

在此背景下，“拾光小铺”公益项目应运
而生。它是邵阳市义工联合会根据乡村调
研后，由志愿者刘军风、李睿、张鑫、赵佳乐、
贺钰霖策划组成，旨在走进乡村，为五峰铺
镇居民提供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关怀。

“虽然我们是‘小铺’，但没有任何盈
利，赚的所有东西都是快乐和幸福。”午后
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入，看着每位老人脸上
洋溢的笑容，刘军风的内心感到无比满足。

◆“没有任何盈利，
赚到的都是快乐和幸福”

记者 唐颖

周一去吃饭、周二去拍照，每月 10 日
之前还可以预约旅行团……这两天，位于
邵阳县五峰铺镇兴峰社区的“拾光小铺”内
热闹非凡，周边居民排队等待接受志愿者
服务。“照相不仅免费，而且服务也好。”年
过六旬的黎西珍很满意自己的新照片，对
着志愿者赵佳乐连声称赞。

“服务内容和服务时间都预先公布，方
便周边居民。”赵佳乐说，专业拍照和免费
餐饮等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深受居民欢
迎，仅一上午便接待了50名居民。

8月初，邵阳县五峰铺镇兴峰社区“拾
光小铺”正式营业。作为我市第一家开在
乡村的公益小铺，店面开设了“时光照相
馆”“时光餐馆”“时光旅行团”“时光书屋”

“时光读书会”“时光露天影院”六大核心活
动项目，一经推出便吸粉无数。

“虽然我们是‘小铺’，但没有任何盈利，赚的都是快乐和幸福”

一间公益小铺 照进人间美好

▲老人在“时光照相馆”拍照。

▲“时光旅行团”带老人在电影院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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