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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累倒的……”罗运波数次哽咽，默默翻阅

2018年至今的聊天记录，在文图中缅怀战友和姊妹，
真情流露感染着在场所有人。

“周末参加活动时，就听她说近期心脏不舒服，准
备周一去复查的。直到出事前夜，她的心里都还装着
孩子的冬衣，根本没有提到自己。”公安县蓝丝带志愿
者协会秘书长侯永芳眼中噙泪，播放着甘辉芳给留守
儿童送新衣的最后一条语音信息。

公安县急救中心二楼的一间办公室，披在椅背上
的工作服，没有来得及叠的棉被，桌子还散落着没吃完
的面包、三七片和没拆封的速食馄饨。一切陈设都如
往常一样，唯独缺了主人的身影。公安县急救中心负
责人张平望着空荡荡的房间悲伤地说：“共事7年，我
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她每天7点50分左右
会准时到达单位。当天，我们约好去县委办事，可是
她却一直没有来。7点53分，我发微信没回，打电话
也没接。”

张平心里泛起一丝凉意。这几年，甘辉芳的身
体一直不好，担心她出现不好的状况。于是，当即
刚让下夜班的同事到甘辉芳所在小区了解情况。
同事发现她的车在小区，家里的电话也在响，可就
是无人接听。电话联系其远在深圳的丈夫吴刚，问到
门锁密码后，同事一进门，发现甘辉芳的身体已经
僵硬……

“甘丫头比我亲生女儿还亲”
11月 22日，公安县殡仪馆君子兰厅，两侧花圈

林立。孤寡老人、困难学生、受助家长、志愿者、同
事、行业代表及社会群众，自发从四面八方赶到灵
堂，送甘辉芳最后一程。洁白的菊花、盈眶的泪水，
寄托着家乡父老对“公安好女儿”甘辉芳的深切哀悼
和无限缅怀。

“甘丫头每次来看我，都一头扎进我怀里，问我好不
好、暖不暖，可是我的姑娘不在了……”失独老人谭永香
和老伴刘勇跪倒在灵堂最前面泣不成声，他们“责怪”甘
丫头抛下了二老，让他们再次体会了失去儿女的痛苦。

4年前，家住石桥社区的谭永香独子不幸去世，她
本人又查出癌症。甘辉芳通过公益家访得知后，便经
常组织志愿者上门照料、耐心疏导，并细心地记下了二
老的生日。此后，每个特殊日子，无论多忙、无论多远，
甘辉芳都会赶回来陪伴老人。在谭永香看来，甘丫头
真正把烛火点亮到了他们的心里，也让他们重新找回
了生活的寄托。

“甘丫头比我的亲生儿女还亲，经常给我送钱送物
质，还给我剪指甲、理发，一点不嫌我脏。”90岁的陈
爹爹不知道甘辉芳离开的消息，逢人便夸甘丫头的好。

和甘辉芳结缘前，他一直独居在长江边的木棚里，
过着没有电没有水、拾荒为生的生活。由于种种缘故，
老人没户籍不能享受国家相关政策，生活过得异常艰
难。甘辉芳了解情况后，耗费一个月时间，帮老人解决
了户籍问题，找了房子，老人被纳入国家城乡特困养老
保障范围。

“我有直肠癌，往后都是顺头路了，我真想代替她
啊！”78岁的老人刘泽洪一大早从夹竹园镇赶来，哭着
说：“我的孙女没有‘妈妈’了……”

“甘姐姐，我一直说要加入协会的，你还没同意，怎
么就走了……”从抵触社会到主动融入团队帮助他人，
云贵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的梦想是成为

“蓝丝带”的一员。
“甘妈妈，高中毕业时，你说我是‘蓝丝带’培养出

来的第一批大学生，叮嘱我要把这份大爱传递下去，
你还没有看到呢！”大学生晓雯因疫情防控不能及时
回家送甘妈妈最后一程，伤心不已。

“甘妈妈，我们约好了下周一起吃饭的，你怎么爽
约了呢？”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甘儿子”段朝阳，怎么
也想不到，因为心疼“甘妈妈”太忙而推迟的“晚餐”，竟
成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

……
老人呼唤的“甘丫头”，受助家长口中的“甘姐

姐”，孩子心里的“甘妈妈”，都是公安县急救中心工会
主席、“蓝丝带”发起人甘辉芳。一声“妈妈”，甘辉芳
便倾尽所能用瘦弱的双肩扛起所有的责任；一声“丫
头”，让众多老人重新尝到了家的温暖，享受到了子女
在侧的温暖。

甘辉芳热心做公益，源于她在湖北中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护理专业学习时的一段经历。因家境贫
寒，她常常为学费、生活费发愁，时任副校长甘力行知
情后，资助她完成了3年学业，也在她心灵深处播下了
大爱的种子。

2017年初，甘辉芳汇集公安县内志同道合的50
名爱心人士，注册成立了“蓝丝带”志愿者协会。甘辉
芳带领“蓝丝带”活跃在群众身边，利用节假日和业余
时间组织公益活动，常年奔波在关爱留守儿童和空巢
老人的路上。她视孩子为己出、视老人如父母，让鳏寡
孤独者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她先后组织3000多场次爱
心帮扶活动，募集资金和物资共计价值400多万元，受
助对象达万余人次。

在别人看来，做公益太辛苦，甘辉芳却甘之如
饴。她曾说，“蓝丝带”是一条爱的纽带，是汇聚社会
爱心力量帮扶弱势群体的渠道，更是困境家庭“希望”
的守护者。

“甘会长的偶像是刘德芬”
从最初的50名志愿者发展到500余名志愿者，从爱

洒公安到情续四川凉州、上海嘉定、云南勐海，甘辉芳带
领“蓝丝带”始终用行动传递光和爱。

“凉山有个布拖县彝族村，那里属于高寒地区，孩
子们需要厚衣服取暖，也需要课桌写作业，希望协会
能提供帮助……”2018年，网名叫“竹青”的驻村干
部，通过网络向甘辉芳发来求助信。

得知大山里孩子们的困境后，甘辉芳迅速向县民
政局社会组织管理股进行汇报。得到肯定答复后，又
立即制订详实的帮扶计划。

几千件冬衣、几千册图书、几百件玩具，价值2万
多元的课桌椅……2018年5月12日，“蓝丝带”与公安
县实验小学共同募捐满满5大车物资，不远千里送到
了大凉山孩子们手中。

随后的3年多时间里，甘辉芳一直和“竹青”保持
紧密联系，对大凉山300多名困境儿童定期或不定期
开展跟踪服务，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看到他
们趴在新课桌上写作业，穿着暖和的棉衣挤在一起看
书，用彝语在视频里高喊着“卡莎莎”，看到那一张张小
脸透着欢喜、满心都是真诚的感谢，甘辉芳爱上了这群
孩子，决定亲眼去看看。

2021年5月，甘辉芳来到布拖县乐安镇补莫村小
学看望在校师生。全校师生夹道欢迎，她受到了来自
大山深处最真诚、最质朴、最高规格的礼遇。甘辉芳
了解到，该校因资金短缺，在建操场面临停工的情况
时，当即现场捐赠善款4万元，帮助学校学生改善学
习、生活条件。补莫村小学陈校长感激地说：“这钱来
得太及时了，有了这笔善款，不到两个月，学生们就可
以在球场上踢足球了”。

“小芳阿姨，甘妈妈是不是生病了，我很担心！”11
月21日下午3时，来自大凉山的孩子马产么呷牛给蓝
丝带志愿者协会秘书长侯永芳发来信息求证。侯永芳
忙于甘会长的后事，一直没忍心回复孩子。

“甘姐姐，在你的帮扶下，果果学会游泳、能做家
务了，可你却再也看不到了……”罗琴带着9岁的女
儿跪在灵堂前，向甘辉芳述说发育迟缓的女儿的点滴
进步。

力量越强，责任越大。今年以来，作为湖北省“亲
情连线”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三个试点县之一，公安
县着力打造“安字号”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品牌，依托

“8+N”志愿服务队，整合蓝丝带志愿者协会等多方力
量，开展“亲情连线”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搭建服务

“一老一小”的连心桥。
今年2月，蓝丝带志愿者协会负责的“自强学堂”

项目正式开启。“蓝丝带”将服务重心向最基层下移，侧
重对儿童自我能力建设的提升，弥补家庭教育能力的
不足；创新通过“协会＋站点＋学校＋家庭+社会”多
方共育模式，为农村留守儿童在心理辅导、安全教育、
自我认知和亲情培养等方面提供帮助。每个周末，只
要协会开展活动，孩子和家长们就会早早等在村口，有
的忙着帮忙签到，有的负责打扫卫生，有的找“甘妈妈”
谈心请教学习上的问题……

“自强学堂”项目开展以来，许多留守儿童在蓝丝
带志愿者协会的帮助下，走出了心理阴影，提高了学
习兴趣和成绩，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11岁的李同
学，家庭困难，性格孤僻，甘辉芳经常找她谈心，在“自

强学堂”的每次活动都邀请他来参加，现在小李同学
变得非常活泼，和甘辉芳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留守
儿童小龙，志愿者第一次见到他时手臂上刺满了纹
身，一谈到他爷爷就直摇头，为了打开孩子心结，蓝丝
带志愿者协会的专业心理老师隔几天就到家里陪他，
交心谈心，让他从一开始抵触参加“自强学堂”到后来
积极参与，并洗掉身上的纹身，孩子们发生了实实在
在的大变化。

目前，公安县9个“自强学堂”共开展189场次
“安字号”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惠及542个儿童。

“甘会长的偶像是刘德芬，她希望能用实际行动温
暖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公安县蓝丝带志愿者协会理事
罗运波说。

一个典型，一面旗帜；一群好人，满城春风。从星
星之火到燎原之势，飘扬在公安的“群星”，像一把把火
炬，照耀并温暖着公安这个充满爱的家园。

“我身体是铁打的”
甘辉芳的抖音签名：“做能做的事，发能发的光。”

她的抖音头像是“人民至上”四个字。
自2013年7月加入党组织以来，她就一直秉承一

名共产党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今年6月，她作为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代

表接受本报采访时，曾说过：“一个党员就是群众
心中的‘一面旗’，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树立共产党
员的良好形象。”她要求自己做得“三个出来”，即
平常时能看得出来，关键时能冲得出来，危难时能
豁得出来。

“口罩告急”“防护服告急”“消毒水告急”！2020
年疫情期间，拖着伤腿的甘辉芳和蓝丝带会员们接起
为后方转送物资的艰巨任务。在一线战斗的两个月
里，她清晨出门、深夜回家，没有吃过一顿安逸饭，没有
睡过一次安稳觉，整整瘦了16斤。

2019年3月，甘辉芳在帮助留守儿童的途中，不慎
跌下陡坡，膝盖严重摔伤，左腿中植入了钢板。转运物资
时，急性子的她顾不上自己的伤腿，一件件往车上搬笨重
的物资。有一次，他们3个人、两辆车，拉回了17000个
口罩、300件防护衣、10件消毒液、50桶消毒粉。

一次搬货时，甘辉芳突然晕倒在路边。同伴把她
摇醒，才知道她多年未犯的低血糖毛病被引发了。她
吃了几颗随身携带的糖果后，没多休息，又开始搬货。
志愿者担心她的身体，她却轻轻一笑说：“我是运动员
出身，身体是铁打的。”

甘辉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不辜负党和人民
的期望和重托。2020年6月，为充实民间救援力量，筑
牢应急救援防线，“蓝丝带”响应公安县委、县政府号
召，招募50名年轻会员成立应急救援大队，当好党和
人民的“守夜人”。

2020年 7月，玉湖水位达38.03米，超保证水位
0.23米。玉湖告急！40名蓝丝带应急救援队员组成
的突击队到场支援。400方土方、10方黄沙、60方
碎石，总袋数近4万袋。鲜艳的党旗在玉湖堤防上
飞扬。

老人的生日、孩子的衣服、协会的项目、交办的任
务……单位和协会大大小小的事务太多太杂，甘辉芳
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公安县蓝丝带志愿者协会党支部
宣传委员董浩动情地说：“人的心很小，心脏就像拳头
那么大；她的心却很大，不知道是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
人、那么多事的？”

“我每年给她寄回的十几万块钱，她都贴在公益活
动上了。明知道这几年身体不好，却偏不听劝。我和
姑娘不知劝了她多少次。”丈夫吴刚说，这几年，特别害
怕接到甘辉芳同事的电话。他知道，只要来电，就表示
妻子出了情况。

“只是，我没想到，这次的情况比我想象更糟。”泪
水，在吴刚眼眶里打转。

近些年，甘辉芳身体亮起红灯，不断发出警报，每
年都要住院：2018年，肠梗阻；2019年，腿摔伤；2020
年，取钢板；2021年，脑梗；2022年8月，心梗。

“夏主任，明天下午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这3个
月基本没有不适，今天早上有3次不舒服，就十几秒，
没有当时发病那么重。”这是甘辉芳手机发出的最后一
条短信。

甘会长走了！但你仍然活在留守儿童的睡梦中，
你仍然活在空巢老人们的牵挂中！

0606 2022.11.24 星期四
责任编辑：叶 俊 美术编辑：陕 璇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甘
洒
辉
芳

暖
人
间

甘辉芳（右二）挑选驰援上海的蔬菜。（袁华 摄）

甘辉芳在玉湖抢险现场甘辉芳在玉湖抢险现场。。（（谷少海谷少海 摄摄））

甘辉芳（左二）与长江村留守儿童做游戏。（袁华 摄）

甘辉芳带病搬运抗疫物资。（袁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