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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人到一对人
吴一军的妻子徐小平于 2007

年 5月 16日填写了《遗体捐献登记
表》，成为洛社镇最早一批遗体捐献
志愿者。“当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是挺难接受的。但是她的态度很
坚决，我就尊重她的意愿。”吴一军
介绍，去年1月，徐小平身患重病，
弥留之际，她叮嘱吴一军一定要完
成遗体捐献的手续。“从去世到捐
献，只有短短几个小时，亲朋好友都
来不及通知，最后只有我和儿子与
她简单告别。”

妻子的离开，让吴一军长久地沉
浸在悲痛之中。他常常会想起妻子
在世时的情景，“退休后，她是社区五
星志愿者，在门球裁判领域精益求

精，日常生活没有一刻是虚度的。”妻
子过世之后，她的名字被刻在遗体捐
献志愿者纪念碑上，以另一种形式被
人们纪念。吴一军越来越能体会到
徐小平当初遗体捐献的初衷，“只要
生命一直在燃烧，那么身后事就无关
紧要。”悲痛之后是理解，吴一军渐渐
振作，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支点。“退休
前，我是从事宣传工作的，退休后，我
担任了基层宣讲员，这一讲就是20
多年。”吴一军道。

因为年岁渐长，上级减少了他
的宣讲工作量。吴一军就自找任
务，开始“笔耕”宣讲之路，“把中央
最新指示精神研究透彻，结合地方
政府高质量发展任务要求，我翻史
籍，找典型，用生动贴地气的语言，
进行故事再创作，确保让最新精神

以及指示深入基层，让群众想看、爱
看、抢着看！”目前，吴一军已陆续出
版8部作品，总字数达320万字。奋
力笔耕，书写大爱，埋头前行的吴一
军，无形中与妻子实现了平行时空
的同行，相扶相携，让生命以另一种
方式得到了延续。

从一对人到两对人
除了吴一军和徐小平夫妇，徐

贵桥社区还有一对遗体捐献志愿者
夫妇，他们是丁兴南、张玲夫妇。丁
兴南是大家口中的“热心老丁”，谁
家需要修电器等爬上爬下的活儿，
只要一个电话，丁兴南必到。2013
年1月3日上午，刚过完六十虚岁生
日的丁兴南，决定志愿捐献自己的
遗体（包括角膜）。他只身乘公交车

找到惠山区政府，进入区红十字会
办公室。说明来意后，办公室工作
人员热情接待了丁兴南，并向他详
细讲述了捐献遗体自愿、无偿等原
则，指导他填写《志愿捐献遗体登记
表》，还一并办理了公证。

2023 年，在丁兴南的带动下，
妻子张玲也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
夫妻两人志同道合，夫妻二人均是
惠山区五星级志愿者，其家庭被评
为惠山区文明家庭，丁兴南本人获
评“助人为乐”江苏好人。“一个社
区，接连走出两对遗体捐献志愿者
夫妻，是社区多年来在志愿服务领
域深耕细作的结果。这两对夫妻，
也是社区志愿者群体中的‘明星’

‘榜样’。”徐贵桥社区相关负责人
坦言。

据了解，该社区以“聚心暖心徐
贵桥”为服务品牌，组建了强有力的
志愿服务队，多年来穿梭在社区的
各个角度，平均每年服务时长达
16000 小时，服务人次达 11000 人
次。目前，徐贵桥社区有中国好人1
名，江苏好人1名，陆续获得全国和
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江苏优秀志
愿服务社区、无锡市文明社区、无锡
市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惠山区优秀
志愿者团队等荣誉称号。

从两对人到一群人
“徐贵桥社区在遗体捐献志愿

方面表现突出，归根结底在于‘三
献’工作宣传到位、执行有力。”惠
山高新区（洛社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多年来，该镇多渠道，多层次
宣传“三献”（即造血干细胞捐献、
人体器官捐献、无偿献血），进一
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
字精神。

吴一军是基层宣讲者，在日常
党课讲授过程中，他积极宣传遗体
（器官）捐献的相关知识；丁兴南
与张玲在志愿服务工作中，也会向
大家积极宣传“三献”的政策，让
社会群众不断转变思想观念；镇相
关部门全面做好社会宣传、血样采
集、捐献再动员和跟踪回访等服务
工作。目前，全镇累计采集志愿者
血样 135人份加入中华骨髓库，已
成功实现捐献4例；全镇累计登记
捐献遗体（角膜）志愿者 28 人，已
成功完成捐献4人；去年全年完成
全血献血 478 人，成分血 48份，献
血量达 16 万毫升，为临床用血提
供保障。

14次奔赴沙漠义务种树
“2010年，我看到新闻报道，甘

肃民勤沙化问题严重，就从那时起，
我想办法和当地对接，表达了想去
义务种树的想法。”功夫不负有心
人，贾广惠和民勤县国栋生态沙产
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俊河取得了
联系并展开合作，从2011年至今，
他已 14次带领社团学生到民勤义
务植树治沙。

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
石羊河流域下游，是中国北方地区
风沙线上的重要生态屏障。今年4
月初，贾广惠带着学校社团学生再
次踏上了赴沙漠之旅。火车转汽
车，再租车加步行，抵达民勤西部昌

宁乡沙地的旅程总是辗转波折，但
困难没有阻挡他们的脚步。

当地气候干燥，土壤坚硬，给志
愿者的栽种带来很大困难。“有一次
突然来了风沙，风沙特别大，根本睁
不开眼，沙子打在脸上、头上都特别
疼，我们背过身去蹲下，等风沙过
后，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黄沙……”
谈到种树时遇到的一些困难，贾广
惠直言，确实很辛苦，但越是恶劣的
环境，他和学生们越意识到改善环
境的重要性。“树多了，就能抵挡住
这些风沙，或是减弱风沙，所以更需
要多种树。”

这一次，他们陆续栽种了 800
多棵梭梭、毛条、红柳。马俊河对江
苏师大志愿者的植树行动表示衷心

感谢，据了解，马俊河十多年来坚守
在民勤沙漠，组织全国的志愿者到
沙漠中植树，面积达6万余亩，并且
负责后期维护。

种树结束后，马俊河带着贾广
惠一行人来到 2016 年师生所种下
的梭梭林。放眼望去，树木长势喜
人，大家都很欣慰，贾广惠称：“看到
它们长大了，我们也放心了。”

自掏腰包义务种树，10
多年已花费约10万元

记者了解到，每次带队赴沙漠
种树的所有费用，都由贾广惠一人
承担。十多年来，他已花费约10万
元，有人说他傻，有人嫌他“怪”，但

他却觉得这钱花得值。
“很多反对的声音，包括我的家

人，他们不理解我的做法，但我认准
的事，一定会坚持做下去。”贾广惠
笑着说，有同事给他起外号，叫他

“一根筋”教授，有学生评价他是
“怪”老头，大家认为贾广惠在自讨
苦吃，自掏腰包去种树，又没有实际
的回报，图的啥？

“如果你不做，我不做，大家都不
去做，沙漠里什么时候才能有树？环
境什么时候能改善？总要有人迈出
这一步，我愿意做这个迈步的人。”10
多年来，贾广惠带领学生在沙漠中先
后种植了梭梭、红柳、毛条等树木一
万多棵，大部分长势良好。

“每次种树回来，参与的学生都

特别感慨，他们看到当地严重缺水
的环境，种树浇水需要专车把水拉
来，然后再一棵棵浇，工作量非常
大，他们为改善环境付出劳动，从而
更加意识到要珍惜环境、爱护环
境。”学生们的体会和收获，让贾广
惠更加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

贾广惠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每
年独立种树不得少于100棵，许多
同学不知道的是，校园里的很多树
都是贾广惠自掏腰包买树苗种的。

在校内创建国内首家民
间限塑组织

贾广惠痴迷于环保，于2009年
在校内创建国内首家民间限塑组织
——新世纪限塑同盟，从一个人到
一群人，从几十人到成百上千人，贾
广惠带领社团成员在校内外开展了
一系列环保活动。

“一个人势单力薄，效率很低，
不如成立社团，人多力量大，而且教
育面更广，一点点延伸开效果会更
好。”贾广惠说，他和社团学生除了
去沙漠种树外，也去周边多地种树，
另外还开展了云龙山刷白、纸箱回
收、环保市集等丰富多彩的环保活
动，越来越多的学生报名加入社团，
这让他备感欣慰。

“有个社团学生说我是固执的
小老头，也是能干实事的小老头，很
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和评价，在环
保这条路上，我会坚定地走下去。”
贾广惠说。

徐州有位“一根筋”教授

14次自掏腰包带学生去沙漠种树

无锡这里的志愿者爱心不断传递

一个社区有两对夫妻志愿捐献遗体
近日，吴一军在《遗体捐献登

记表》上郑重地签上名字后，走出
了社区大门。碧空如洗，白云悠
悠，犹如妻子温柔的笑颜，吴一军
似乎放下了心头重担，畅快地笑了
起来。“吴一军今年72岁，他的妻
子徐小平，去年捐献了遗体（角
膜）。没想到今年，吴一军也加入
到了遗体捐献志愿者行列。”无锡
市惠山高新区（洛社镇）徐贵桥社
区相关负责人感叹。

据了解，截至目前，徐贵桥社
区已有两对遗体捐献志愿者夫
妻。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星星之
火，汇聚成文明之焰，展现出惠山
高新区“向上”“向善”的文明风采。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高艺

近日，江苏师范大学一位教
授带领社团学生，奔赴1700多公
里外的甘肃民勤县巴丹吉林沙
漠，义务栽种了800多株梭梭、毛
条、红柳。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
这位“70后”的贾广惠教授已经
14次带学生到沙漠种树，截至目
前已经种植了 1万多棵，大部分
长势良好。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晓培

▲张玲、丁兴南夫妇
◀吴一军在《遗体捐献登记表》

上签下名字

贾广惠带领社团学生在沙漠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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