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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山崩地裂的日子，惊
恐和悲痛像海浪一样淹没了这座城
市。

汶川特大地震事发后，当时还在
读研究生的崔开昌也总是想着应该
为灾区做些什么，灾后第一时间，他
和同学们响应学校党委的号召，自发
自愿组织了为灾区捐款活动。虽然
在地震后的第一时间，尚在求学的他
并没有机会到灾区服务，但很快一个
专项行动启动报名了。

到灾区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去！那一年，为了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抗震救灾工作
的总体部署，结合地震灾区的实际
需求，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项目办决定，在西部计划原有
实施规模和内容的基础上，开展
2008 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抗震救灾专项行动。根据要求，招
募的志愿者要到地震灾区开展为
期 1 年的抗震救灾志愿服务，协助
当地团组织、志愿者组织参与灾后
重建工作。

时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
会主席、社会保障专业就读研究生一
年级的崔开昌，在得知此项活动后，
当即向学校团委和上海团市委报
名。通过各项选拔审核后，当年7月

12日，24岁的他就随队赶往四川都
江堰灾区参与抗震救灾救援。“当时
身边的同学都想着去，想着赶往灾区
第一线为祖国、为自己的同胞做出点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崔开昌回忆
道。

在那酷暑难耐的7月里，令崔开
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都江堰的灾
后居民安置点，许许多多的板房前挂
满了红色的国旗、党旗。“虽然满目疮
痍，条件很苦，但飘扬的旗帜是信念
是召唤更是凝聚力，当时内心特别震
撼，特别感动，也特别自豪。”崔开昌
说，开赴异乡，当看到残破的山河与
鲜艳的红旗党旗在风中飘扬的时候，
强烈的对比反差在脑海里久久地挥
之不去。

很快，各位西部志愿者都以饱满
的热情投入了工作。志愿服务期
间，崔开昌任都江堰市总工会困难
职工帮扶中心干事，他主动融入团
队，并积极用所学社会保障的专
业知识，积极参与开展灾后帮扶
救助工作。他积极奔走，收集大
量资料数据，认真进行灾区孤儿、
单亲儿童助学调查工作等。同时，
他在帮扶中心积极参与接受社会
捐款、捐献，给予了受灾群众物质
方面的帮助。

救灾救援的板房上挂满红色的国旗党旗

在做好本职的帮扶工作外，崔开
昌还在上海、都江堰两地团委、政府
和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
建指挥部的指导下，积极发起和参与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青年报记者获悉，为帮助灾区的
中小学生重拾信心，走出阴影，崔开
昌还与同去的志愿者一同举办了关
于“激扬青春，共享成长”上海市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抗震救灾专项
行动志愿者巡讲活动。

在2008年12月到2009年4月期
间，这群志愿者为都江堰中学、外国
语实验学校、第一中学、第四中学等
都江堰市学校的中小学生举行了20
余场关于“理想、信念、励志”的精神
援助讲演活动，鼓励了中小学生的自
立自强，也为灾区人民的心理重建起
到了很好的疏导。

当崔开昌看到临时安置点里，各
类的基础设施在各种援助帮扶下已
是颇为齐全时，“缺少看书的地方”，
仍然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于是，崔
开昌和华东师大的一位志愿者一起
合计创建一个爱心书屋，通过募捐
一些图书来为灾区的同胞提供精神

食粮。
“我们这个想法得到了上海团市

委和都江堰团市委的支持，幸福家园
临时安置点管委会提供我们一个
100平方米左右的板房。我们在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发
起了图书捐赠的倡议，仅我所在的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就捐赠了许多图书
与书架，当地的出版社也捐赠了许
多，图书的规模一下子就达到了几千
册。”崔开昌乐了，因为临时安置点中
一方小小的板房，变成“家园书屋”，
成为了许许多多孩子们的精神家
园。“这些整齐有致的板房，这些迎风
飘扬的旗帜，这方小小的书屋，加上
大家满腔的青春热血，众志成城，让
涅槃重生中的灾区看到了人生的光
亮、未来的希望。”

书屋创办后，大家聘请了一位因灾
失业的胡姐姐做书屋的管理员，为她提
供了力所能及的生活补贴，通过图书管
理，也帮助她从地震的阴影中走了出
来。“十年来，每到重要节日，都能收到胡
姐姐的祝福信息，让我心里特别感动，没
有什么能比真心助人更欣慰的了。平安
是福，助人是福！”崔开昌说道。

青春热血让灾区同胞看见人生光亮未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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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生难
忘的事。”这句朴素的话，曾是许多西
部志愿者的人生信条。对崔开昌来
说亦如是。十年前，这群正值芳华的
大学生抱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的信念和热情，赶赴汶川地震灾
区，从事抗震救灾志愿服务。一年的
志愿服务，他们为灾区人民做了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更成为了志愿者人
生中的精神财富。

如今，作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科
研处计划项目管理科的负责人，崔开
昌的这十年来，仍然常常利用自己休
息时间来延续志愿精神。他在松江
区广富林街道蔷薇居民区担任党员
服务志愿者，为小区居民指导垃圾分
类，参与文明城区创建等志愿服务。

“有一位同事去广富林街道的时
候看到了我的宣传海报，还拍了照片
发给我。这是当时有一个最美党员的
评选，街道就让我去试试，然后没想到
评选上了。于是，拍了照片放在了街
道的宣传栏里。”崔开昌笑着谈及。

“年轻的时候参加志愿活动靠的

是满腔热血，而现在，我想将这样的志
愿精神持续下去。”志愿者服务工作固
然会牺牲很多业余时间，崔开昌却认
为非常值得，虽然辛苦，但可以在服务
中让自身不断得到提高和升华。于
是，他信念坚定，始终持之以恒。

“此次，作为上海市抗震救灾优
秀志愿者的代表，参加汶川特大地震
十周年纪念活动，内心无比激动，多
次回想起10年前的诸多场景，这是
对我们抗震救灾志愿服务的鼓励、这
是对我们抗震救灾志愿者的鼓励，我
们将继续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者精神，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崔开昌如是说。

为参加纪念大会，先期抵达成都后
的崔开昌看望了一位原服务单位已经
退休的老领导，听她介绍了都江堰市灾
后重建取得显著的成绩后，他心理感到
无比的宽慰和高兴，从悲伤中走出来的
都江堰人，抹去眼泪，众志成城，在一片
废墟中重新建起了美好家园。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他由衷地
为灾区人民的幸福生活感到骄傲。

志愿精神照亮理想坚定信念持之以恒

10年前，24岁的他志愿赴都江堰灾区参与抗震救灾救援

如今“志愿青年”的身份烙在心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科研处“80后”青年教师崔开昌将作为上海方面

的抗震救灾优秀志愿者的代表，出席5月12日下午在四川举行的“汶川
特大地震十周年纪念仪式”，当收到四川省委、省政府邀请函的那一刻，他
的思绪就被牵到了10年前。事实上，这10年来，虽然没再能回到曾经服
务过的都江堰灾区走走看看，但“志愿青年”的身份他再也没丢过。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崔开昌在新建的书屋前合影。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抗震救灾专项行动志愿者服务队。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