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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风招展的旗帜上，“做慈善事业的倡
导者 当爱心奉献的传播者”“点滴义举汇聚
大爱 依法行善共筑未来”……这是我省慈
善人发出的心声，是我省慈善事业发展的强
劲动力。

近年来，黑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认真践
行“法治慈善、品牌慈善、智慧慈善、活力慈
善、阳光慈善、全民慈善”六型慈善理念，围
绕“民政牵挂·善行龙江”慈善公益品牌，成
功打造了“爱心车票”“微笑列车”“暖阳计
划”“爱心送考”等一系列慈善品牌项目。通
过广泛汇聚慈善力量，精心设计实施创新慈
善品牌项目，鼓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参
与公益慈善事业，全面营造浓厚慈善氛围；
通过制定行业标准，规范行业行为，促进行
业自律，增强行业合作交流，进一步加快构
建独具龙江省情实际的现代慈善体系，凝聚
共识，形成合力。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省慈善联合总会的
联合性、行业性、枢纽性、民间性、专业性，广
泛汇聚慈善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推动龙江
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慈善联合
总会秘书长孟丽君说。

一张小小的彩票，是爱的传递者，是希望
的播种者，也是社会温暖的守护者。在徒步
互动点，不少市民在福彩刮刮乐摊位前驻足
购买，用实际行动支持福彩公益慈善事业。

公益，始终是福利彩票最鲜明的旗帜、

最亮眼的底色。
近年来，黑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相

继开展了“福彩圆梦”情系困境中学生资助
活动、龙江特色品牌“民政惠民生 福彩龙江
行”公益宣传进商超、“寒冬送暖·爱的小屋”
公益慈善活动、“与爱同行 呵护成长”关爱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公益活动等，将福彩公益
及责任理念更加贴近百姓生活。如今，福彩
公益金项目遍布龙江大地，福彩公益活动深
入人心。

“下一步，省福彩中心将继续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旗帜鲜明讲政治，全
面加强政治建设，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全面
深化规范管理，全面培塑新风正气，努力打
造责任福彩、阳光福彩、廉洁福彩，奋力谱写
新时代福利彩票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黑龙
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邵宁宁说。

中午 11 时许，参与活动的市民陆续抵
达终点。来自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志愿者团
队李青桦分享了他的感受：“此次我们陪着
希望工程的孩子们一起健步走，他们脸上洋
溢的笑容也感染了我们。公益活动不仅仅
是给予，更是一种收获，它让我深刻体会到
了帮助他人所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

步步公益、为爱出发。坚实的脚步，让
我们见证了行走的力量，见证了公益的奉
献，见证了爱心的传递，也见证了龙江民政
人的责任和担当。

善行龙江 擦亮龙江幸福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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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桂华 杨惠暄

这是一场公益与健康的双向奔赴；这
是一场爱心与希望的无限传递。

金秋送清风，盛世谱华章。在举国上
下喜庆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地处祖国
最北方的黑龙江省民政系统，开启了一场
以“民政牵挂·名系龙江·步步公益·为爱出
发”为主题的“幸福龙江·乐龄永动”敬老月
暨龙江福彩首届“公益健步走”活动序幕。
这份爱心之约将公益的力量在哈尔滨市、
齐齐哈尔市、大庆市连续传递，数千名市民
和志愿者踊跃参与。他们用脚步丈量着爱
心，用坚定的步伐传递着希望，将公益的力
量深植于龙江大地，用温暖的爱心照亮每
一个角落。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近年来，黑龙江
省民政厅围绕“民政牵挂”这一核心理念精
心打造了“1+9”品牌矩阵，成功塑造了“民
政牵挂”这一金字招牌。通过建设“救在身
边、守护夕阳、共护未来、善行龙江、伴在左
右、残友我助、为爱护航、逝有所安、名系龙
江、情暖校园”等一系列品牌项目，用心用
情用力解决民生实事，切实提升了民众的
福祉水平，为龙江的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
振兴贡献了民政力量。

美丽的松花江如一条玉带，静静地穿越历史文化
名城哈尔滨，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9 月 28 日清晨，位于哈尔滨市松花江畔的通江广
场，红旗招展，人们身着红色T恤、头戴红色帽子、手持
小红旗，脸贴红旗贴，相庆而欢。蓝色的天空、清澈的
江水与红色的人海交相辉映，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这里，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民政牵挂·
名系龙江·步步公益·为爱出发‘幸福龙江·乐龄永动’
敬老月暨龙江福彩首届‘公益健步走’”活动启动仪式
现场。此次活动由黑龙江省民政厅、黑龙江省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联合主办，哈尔滨市民政局、哈尔滨市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协办，由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承办，旨在
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并展示黑龙江省民政工作
与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

上午9时50分，随着发令枪声响起，徒步队伍欢欣
鼓舞地迈出了“民政牵挂·名系龙江·步步公益·为爱出
发”的第一步，队伍像一条充满活力的河流，涌动着希
望和梦想，以轻盈步伐开启爱心之旅。

本次活动既有个人报名也有团队报名，既有爱心
人士的参与也有公益组织的支持，报名人气火爆，掀起
了龙江慈善公益的热潮。

“我们12个人一起报名的，大家都是徒步爱好者，
参加这次活动既有意义，又让我们聚在一起徒步，感觉
特别好！也让我们对福彩公益事业有了更多的认识。”
哈尔滨市徒步爱好者团队——朝阳徒腾队队员说。

市民王先生得知这一活动消息时，报名已满，通道
关闭，但他和爱人还是一早赶到了活动现场。“这样的
活动很有意义，我们也要为公益事业添加一份力量。”

黑龙江省希望工程捐助中心主任杜晶介绍说，他
们组织来自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大学、黑龙江省民
政职业技术学校、哈尔滨17中学、光华中学、德强小学
的大中小学生志愿者团队120余人参加了活动。志愿
者们纷纷表示，通过活动，不仅锻炼体魄，更能让学生
们在行走中感受公益的力量，用行动呼吁关爱老人，为
社会传递正能量，让健康与爱心在我们的脚步下不断
延伸。

精心规划的经典线路，沿江而行，全长 5 公里，参
与者徒步畅行，沿途打卡点、互动点、补给点，一步一
景，大家用手机记录瞬间，尽情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近距离感受龙江魅力。徒步路线中，还设置了四处打
卡点进行盖章打卡，集齐印有“扶老”“助残”“救孤”“济
困”的四个盖章后，前往终点领取完赛礼品，参与者既
能了解福利彩票公益金的发行宗旨，又“仪式感”满满。

身穿红色马甲，头戴红色帽子的志愿者们，在沿途
的各个点位为参与者服务。“通过这样的公益活动，不
仅能够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也增强了队员们的社会
责任感。未来，我们团队会继续投身于志愿服务中，为
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哈尔滨文明爱心

志愿者协会队长王继辉说。
“今天，我们齐聚一堂，
不仅共同见证和展示

民政工作与公益事
业在龙江大地上

的 累 累 硕 果 ，
更是通过活

动 表 达 对
我们伟大
祖 国 繁
荣 昌 盛
的 美 好
祝愿。”
省 民 政
厅 有 关
负 责 同
志 在 接

受采访时
表示。

步步公益
微火成炬向光而行

今年10月是全国第15个“敬老月”，活动主题
是“坚持以老年人为中心，构建老年友好型社
会”。在活动现场，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老年人防诈反诈、老年友好型
社区建设、助力发展银发经济等内容开展科普宣
传。在主舞台的一侧，“科技感”满满的适老化产
品吸引在场市民的眼球，银龄守护卡、矫正支撑护
腰带、睡眠监测带等 16 款适老化产品，为老年人
提高生活质量和自主性提供更多选择。

“全省老龄工作战线将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敬老爱老助老活动，围绕人口老龄化国
情教育，强化老年人权益保障，促进老年人社会参
与等开展五大类二十五项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养
老孝老敬老的良好社会氛围。”省民政厅老龄工作
处副处长张俊夫向记者介绍。

老有所养，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
“国之大者”，也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优化基
本养老服务供给，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年来，黑龙江省民政部门始终把龙江老年
人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奋斗目标，主动把

握、积极适应养老服务发展新趋势、新变
化，以改革思维、超常举措，推动新时代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持续打造“民
政牵挂·守护夕阳”龙江家门口的幸

福养老和“旅居康养·乐享龙江”
走出家门的幸福养老目的地“双
品牌”，加快建设幸福养老服务
体系。相继出台 60 余项规划
政策文件、制定 21 个地方养
老服务标准、推出包含 23 项
内容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基本养老服务能力显著提
升。

“接下来，我们将加强养
老服务制度创新和政策供给，

加快推进基本养老服务网络建
设，全面提升养老服务质效，奋

力谱写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龙江
新篇章。”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

长李彦冰说。

老有所养老有所养
念兹在兹念兹在兹““国之大者国之大者””

在启动仪式现场，主办方布置了内容丰富多彩的宣
传展板，黑龙江省地名文化展示区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
示了龙江地名承载的红色、民俗及历史文化，弘扬龙江精
神，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

“哈尔滨的名字源于‘阿勒锦’？”活动现场，地名文化
展示区哈尔滨篇的展板吸引众多市民参与互动。

“哈尔滨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有着‘东方莫斯
科’、‘东方小巴黎’的美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市民详细
介绍展板上的内容。

一方水土，孕育一个地名。地名承载着历史文脉，作
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和文化载体，其内涵丰富，具有巨大
无形的价值。我省以“民政牵挂·名系龙江”为牵引，优化
行政区划设置、提升地名公共服务水平，深化区划地名文
化挖掘和保护，将地名资源与龙江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推
动地名价值创造性转化利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自“乡村著名行动”开展以来，规范命名了 4.69万条
乡村地名，大幅提升了地名的数量密度和标准化程度。
同时，依托乡村电子商务服务站、乡村邮政网点的优势，
科学合理设置地名标志，加大地名信息采集应用，目前，
全省近24万条地名信息在互联网规范上图，促进快递进
村、山货进城，助力农民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

“从去年开始，我省通过深入挖掘大量富有内涵意义
的老地名，让乡村变得有‘故事’，让更多的游客循着乡村
地名，走进一个个美丽的村庄，感受田野芬芳，品味乡土
风情。”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处长王芳说。

名系龙江
保护文脉留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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