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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你看，，他从未走远他从未走远

本报讯 （记 者 路 丽 华）

近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印发《中

国红十字会“会员之星”名单》，授

予全国 501 名红十字会会员中国

红十字会“会员之星”称号，我省 5

人获奖，由晋中市红十字会推荐的

会员温晓冬获此殊荣。

温晓冬，中共党员，现任晋中

红十字心理疏导志愿服务队副队

长，是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

师资、国家职业资格二级心理咨

询师，从事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

13 年，曾获“山西省红十字会先

进个人”“红十字会星级志愿者”

表彰。

他积极履行会员义务，密切联

系服务群众。2010 年 5 月，他加入

晋中市红十字会，参与组建了晋中

红十字心理疏导志愿服务队，负责

服务队日常的工作安排。多年来，

他组织队员在市城区安宁街道办

事处电力社区开展“心灵陪伴”老

年人访谈项目，一方面做好陪伴服

务，另一方面积极响应家风家教文

化传承，帮助老年人整理生平，挖

掘出对年轻人生活、学习、工作有

帮助的事例，将老年人一生最宝贵

的生活财富记录下来。他录制了

视频四部，协助老人出版画册两

本，影响更多的人反思自省，激励

年轻人稳步前行。

他热爱红十字事业，积极推动

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他充分利用

心理咨询师的优势，组织开展“心

盾工程”“弘毅帮扶项目”“暑期支

教”“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等志愿服

务项目，进学校、进社区，在青少年

中弘扬红十字精神，传授应急救护

知识；通过心理干预，以小组活动

等方式，辅导青少年积极应对学习

和生活压力，引导青少年建立良好

的人际互动模式。

他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彰

显红十字精神。他利用晋中市红

十字志愿服务平台，安排服务队队

员定期定点开展心理咨询服务。

在市城区设立多个咨询点（安宁街

道办堡子社区心灵驿站、晋中市金

色麦田心理咨询中心、晋中学院心

理健康教育与指导中心、晋中市志

愿服务公益平台等），通过电话预

约等方式，为有需求的人群免费开

展心理咨询服务。新冠疫情发生

后，他组织服务队开展疫情防控心

理疏导服务，通过热线电话、线下

走访、电台连线、网络直播等渠道，

为市民、学生、家长开展心理疏导

服务。

他努力学习急救知识，护卫生

命安全。作为晋中市红十字会应

急救护培训师资，温晓冬积极参与

市政府民生实事 AED 项目，参与

培训红十字救护员千余人，让更多

人了解 AED，掌握其使用方法，提

高应急救护能力。

近年来，晋中市红十字会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

团工作的重要论述和红十字事业

重要指示精神，广泛动员社会各

界积极参与红十字事业，大力加

强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建设，充分

发挥会员主体作用，积极开展红

十字特色活动，密切联系群众，涌

现出一批红十字会会员先进典

型，他们将以像温晓冬一样的“会

员之星”为榜样，积极进取，再接

再厉，为推动我市红十字事业高

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温晓冬荣获中国红十字会“会员之星”称号 本报讯 （记者 武玲芳） 为

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1月5日，由

平遥县妇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古

城街道办事处等三个平遥古城商圈

党建联盟理事单位共同发起的“平遥

古城·最美夕阳红”巾帼志愿服务项

目启动仪式在该县举行。

启动仪式现场，平遥县阿莲护

工、平遥县良清爱心月嫂、平遥古城

商圈等三支巾帼志愿服务队正式成

立。她们肩负着针对古城内60周岁

以上的困难老人的走访慰问、陪护

聊天、健康护理、整理卫生、旅游电

瓶车接送、低价午餐、送货上门等多

项任务，用实际行动为古城内的老

年人送去温暖。

这些巾帼志愿者不仅具备专业

的服务技能，更有一颗乐于助人的

心。她们将走进古城老年人的家

中，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为他们提

供必要的帮助。同时，她们还会为老年人提供低价

午餐和送货上门服务，让他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感受到家的温暖。

该项目的启动，不仅凝聚了平遥古城商圈的发

展动能，激发了古城治理的活力，更打造了巾帼志

愿服务品牌。“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巾帼志愿者将

用她们的热情和专业，助力构建更加美好的平遥古

城。”巾帼志愿服务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 （记者 路丽华） 1 月 7

日，2024年新年之后的第一个周日，由市

图书馆主办、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承办，

《古阁悠悠立太行》捐赠仪式暨刘红庆追

思唱谈会在市图书馆举行，这是在著名

传记作家、文化学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推广者刘红庆去世两周年之后，受其

文化力量影响着的人们对一位“用生命

践行热爱的赤子”的缅怀。

刘红庆曾任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理

事、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在《音

乐生活报》、《科技日报》、《乐器》杂志、

《华夏时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

盲文出版社等单位任编辑、记者、部门主

任。主要著作有，《入世初尘》《向天而

歌：太行盲艺人的故事》《左权：一团奔突

的火》《沈从文家事》《名人孤影》《启功书

事》《人民艺术家郭兰英》《佛心学侠：田

青和他所可以改变的》《亲圪蛋：唱“开花

调”的人们》《导盲犬之梦》等；策划“星河

乡土文库”，著有《边地遗珍古村落》《洋

楼往事从头说》《侯恺掌门荣宝斋》等八

类乡土文化图书。

2023 年 8 月，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

版的《古阁悠悠立太行》，是在刘红庆去

世后，由其爱人、文化学者李晋萍在刘

红庆一篇万字文章基础上写成的。该

书共 26 万字，分为六讲，分别为古阁遗

珍存辽州、文化承载看古阁、直隶州古

阁典范、两辖县古阁典范、古阁的消亡

抢救、古阁的保护初探。通过古阁昭示

一个村庄的存在感、文化感，让太行热

土上的人们认识到其中承载的文化和

价值，进而让它们成为带动一方经济发

展和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

刘红庆夫妇与市图书馆有着深厚的

文化缘分。市图书馆馆长胡萍介绍，市

图书馆试开馆的第一个书展，就是 2018

年5月刘红庆举办的《为大地歌唱——刘

红庆个人书展》；之后在市图书馆负一

层电影厅放映了《长征走来老红军》《从

电影中品读晋中》《花戏》《边村》《守望

家园》等影片，还举办了《辽州望族沉浮

录》《民歌汇》等图书发布，主讲了《把

根留住》《不老太行魂》等讲座。刘红庆

把他自己和市图书馆紧紧地联系在了

一起。2021 年，刘红庆生前为市图书馆

文献资料馆捐赠图书、手稿、资料、光盘

共计 1203 项、3013 册（份/件），市图书

馆把这些资料设立成“刘红庆地方文献

专柜”。在刘红庆去世后，2023 年，李晋

萍为市图书馆创作了馆歌《凤鸣书香满

晋中》。

本次纪念活动期间，李晋萍向市图

书馆捐赠刘红庆、李晋萍合著的图书《古

阁悠悠立太行》，胡萍为李晋萍颁发了捐

赠证书。

唱谈会现场，刘红庆生前的文化圈

朋友们，以及他曾大力宣传推广的左权

盲人宣传队、国家级非遗项目“开花调”

“秧歌”“小花戏”等著名传承人、器乐演

奏者等一起参加了唱谈会。“开花调”歌

后刘改鱼演唱了《桃花红 杏花白》，刘

红庆的弟弟、左权盲人宣传队队长刘红

权演唱了《谁说桃花红 谁说杏花白》，

盲艺人王树伟演唱了三弦书《百岁观

花》，牛郎歌手曹彦明演唱了开花调《山

小雀飞在圪针上》，“小花戏”泰斗李明

珍 的 弟 子 们 跳 了“ 小 花 戏 ”《摘 花

椒》……大家以一种别开生面的文艺形

式，纪念刘红庆“用生命影响生命，用暖

阳播撒力量，泼墨时间挥舞文字，扬起

红帆践行信仰”的文艺人生。

唱谈会之后，在刘红庆弟子弓宇杰

的带领下，参加活动的人们一同参观了

位于市图书馆三层地方文献阅览室的

“刘红庆地方文献专架”，以及陈列于市

图书馆四层美术馆《“你看，他从未走

远”——刘红庆的精神世界珍藏展》。

左权县原文化局局长石湘涛说：“刘

红庆用赤子之心在传承太行文化上作出

了巨大贡献，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

传承、弘扬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我退休之

后也投入到了对左权红色文化的挖掘和

研究之中，要为打造我们民族优秀的文

化‘芯片’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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