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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志愿行 善德永流芳
———记黄亚歌与他的公益之路

“大爱无疆，善德永存”，在公益与志

愿服务的道路上，总有一些人用行动诠释

着人间大爱，市豫龙武校的校长黄亚歌便

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

武术教育工作者，更是一名心怀大爱的志

愿者。多年来，他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着

志愿服务精神，用爱心温暖着无数人。

2024年 7月 18日，黄亚歌在朋友圈

发出一条求助信息：“谁有批发矿泉水、方

便面、火腿肠等食品商家的电话号码，需

要一半挂车，急需送往南阳。”熟悉他的人

都知道，平日里黄亚歌的朋友圈大多是他

人向他求助的信息，而这次他自己发出求

助，这意味着他遇到了真正的急事。

原来，自 2024年 7 月 14 日起，河南

省南阳地区遭遇连续强降雨，局部出现特

大暴雨，部分地区降水量达 408毫米，打

破当年河南最强暴雨记录。暴雨引发的灾

情紧紧牵动着黄亚歌的心，“不能让灾区

人民饿肚子”是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情况

紧急，为寻找大批量生活物资，他第一时

间想到在微信朋友圈求助。

作为一名热心公益的志愿者，黄亚歌

的善举感染着身边的人。很快，在众多志

愿者朋友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三车生活

物资迅速装车完毕。随后，黄亚歌带领武

校师生和其他志愿者组成的爱心车队，经

过 3个小时的跋涉，将百姓急需的生活物

资运到南阳受灾最严重的新野县。到达

后，他与当地红十字会对接，并坐上冲锋

舟，和志愿者们一起将物资一一送到百姓

手中，把温暖与关爱传递给千万受灾群

众。

创办武校，回报家乡

黄亚歌出生于风穴路街道城北社区，

自幼家境贫寒，2000 年入少林寺拜释永

信方丈为师。由于他训练刻苦，为人勤谨，

深受师父们的喜爱，先后多次参演少林寺

大型表演活动，并随少林武僧团出国访

问。2010年 6月，学得少林

功夫精髓的黄亚歌，决定

回到汝州创办一家武校，

用一技之长帮助那些热爱

武术的孩子们圆梦，也为

家乡的体育事业贡献力

量。

然而，万事开头难。在

外闯荡十多年，黄亚歌并

没有多少积蓄。父母和妻

子都不理解，家里并不富

裕，而创办一所公益学校的资金哪里来？

为解决办校的资金和场所难题，他托亲靠

友，仅仅筹集到 500元办学资金，办了一

个只有几十名学员的培训班。

为了把武校做大做强做成品牌，2017

年，在市教体局（体育）的支持下，他解决

了办学场所难题。又在市委、市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拿出自己的 9万元拆迁补偿

款，成功举办了我市首届暑假公益武术培

训班，使汝州及周边县市 1000余名爱好

武术的学生得到免费学习。

此后，豫龙武校名声渐起，步入发展

快车道，还吸引了外籍学员慕名前来学习

中华武术。截至目前，暑假公益武术培训

班已连续成功举办 6 届，5000 多名学员

从中受益。如今的豫龙武校已发展成为集

文武教学、影视人才培训、少林功夫表演、

武术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武术培训

基地，学员参演多部影视作品，赢得广泛

赞誉，多次受到各级政府嘉奖。其中，2015

年，在我市传统武术交流活动中，被市教

体局（体育）授予“道德风尚奖”。2016年，

在郏县首届武林大会上被授予“最佳表演

奖”。2021年，在第十七届中原大舞台武

术展演活动中，被河南省体育局授予“优

秀组织奖”。2022年，黄亚歌还被汝州市

全民健身工作领导小组授予“体育工作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的豫龙武

校在黄亚歌的倾力打造下，已成为汝州体

育事业的一张亮丽品牌，为推动汝州武术

之乡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大爱无疆，善德永存

在办学过程中，黄亚歌始终将慈爱之

心融入教育，把武校打造成了爱心大本

营。他积极参与志愿服务，长期关注弱势

群体，帮助众多困境孩子改变命运。

2017 年，武校收到一个特殊的学

员———11岁的成成（化名）。他的爷爷曾

是名老红军，但成成 3岁时父亲病故，母

亲患有严重精神病，母子俩在郑州流浪十

年。经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张菊和成成

姨妈介绍，在安顿好成成母亲后，黄亚歌

将他接到武校学习。当时只认识一个“中”

字的成成，经过五年文化课和武术课学

习，如今已成为武校优秀教练员。

鲁山县赵村镇堂沟村的特困家庭孩

子张阳（化名）、张光（化名），因家境贫寒

生活难以保障，黄亚歌得知后，和妻子亲

自开车送去米面油等物资，并将他们接到

武校，免除一切费用；6岁的侯涛（化名），

出生不到百天时母亲去世，自此，他与聋

哑奶奶相依为命，黄亚歌不仅为其送去生

活物品，还让他免费到武校学武；2024年

5月，小屯镇周庄村村民陈俊峰求助，黄

亚歌了解其家庭困境后，免除了两个愿意

学武孩子的上学费用……像这样被黄亚

歌帮扶的孩子还有很多，他用无私的爱为

这些孩子点亮了人生的希望。

2017年 6月 16日是父亲节，这天，

18名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在风穴寺武校里

练武，他们全是黄亚歌收养的孤儿。当看

到黄亚歌走过来，孩子们双手合十，向他

施礼并齐喊：“爸爸辛苦了，父亲节快乐！”

在场的人看到这情景，都感动得热泪盈

眶。黄亚歌当场表示：“我如果有能力的

话，一定把这事做好，并坚持下去。让身边

想学武术而无力承担学费的孩子们，都无

条件地在本校习武。”

黄亚歌，在人们眼里是一个有责任

心、有能力、有善心的好校长。在家人眼里

是一个顾全大局、以孝为忠之人，但在有

些人眼里，他是一个“傻子”。

经常帮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把自己

辛苦挣的钱拿去捐助，这不是“傻子”是什

么？

黄亚歌从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他常说：“要与人为善，多做善事，奉献爱

心，报答社会。”

危难时刻，彰显担当

黄亚歌乐善好施，一心热爱慈善公益

事业。他创办的豫龙武校于 2017年被河

南省慈善总会吸纳为“大禹慈善基金理事

单位”。

2021年 7月，我市多地遭遇持续强

降雨，导致多个乡镇发生严重水灾。黄亚

歌看到这一情况，立即带着自己两个小儿

子，来到市慈善总会，毫不犹豫地拿出

26000元现金放到工作人员手中，为家乡

灾后建设贡献力量。还当场教育自己的孩

子说：“长大成才，多多行善，为国奉献。”

紧接着，他又开车把自己购买的四台大功

率汽油泵及水管，连夜送到受灾严重的新

乡卫辉市，并参加了抗洪救援。

2024年 5月 9日，黄亚歌接到大峪

镇邢窑村一位村民的求助电话，说一位老

人卧床不起，请求帮助。他购买好生活物

品，迅速来到了该村。走进老人家中，见老

人躺在单人木床上，该村党支部书记邢伟

正在一旁悉心照料老人。他了解到，生病

的老人叫刘林生，现年 64岁。前几年在城

区务工，近段时间身体突发疾病回到家中

养病。现已卧床不起，村干部为其办理了

低保，在邢伟的带动下，村干部们从各自

家中做饭，轮流来给老人送饭吃。

所见所闻，使黄亚歌潸然泪下。他表

示如若老人需要还会来帮助。希望在老人

痛苦时，让他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温暖。

走时，还掏出一沓钱放到了老人身旁。

2024年 7月 4日，笔者来到了骑岭

街道黄庄村采访，听说黄亚歌在这里帮扶

困难家庭的事，得到村民们的广泛称赞。

魏云，今年 77岁，黄庄村 12组村民。

家中现有三口人，分别是 52岁的大儿子

郭伟利和 44岁的二儿子郭帅杰，两个儿

子都有精神残疾。如今，二儿子被病折磨，

无钱医治。家中生活靠老人捡废品和低保

为生。今年 5月的一天，黄亚歌走进了魏

云家，为他们送去 1000元慰问品，又掏出

1000元现金放到老人手中。苦命的老人

不知道怎么感谢黄亚歌，只是激动的话都

说不出来。

邓秀英，黄庄村 3组村民。家中现有

5口人，分别是 43岁的儿媳韩凤梅，今年

16岁的孙子崔梓梁，14岁的孙子崔梓岩

和 8岁的孙女崔梓萌。邓秀英的丈夫崔建

科在 2017年 12月 17日突发脑出血在医

院抢救无效病逝，儿子崔俊召在 2017年

查出淋巴癌在省肿瘤医院治疗花费高达

16万元后，于 2018年 11月病故。家中主

要劳动力在短时间内倒下，生活陷入极度

困难之中。而邓秀英身患多种慢性疾病，

平时靠扫地和为别人家锄地及儿媳打短

工维持生计。当天，黄亚歌给邓秀英家带

来了 1000多元生活物资和 2000元现金。

像这样的善举还有很多……

黄亚歌始终秉持“未曾习武先习德，

未曾学艺先学礼”。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

志愿者的责任与担当，以一颗炽热的爱心

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孙建铭

近年来，市检察院秉持专业化办案、一体化履

职、系统化施治的“三化理念”，精心打造“汝益·青

绿”办案团队，全方位推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迈

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专业化办案，筑牢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根基。

一是组建专门团队。市检察院从全院范围内精

挑细选，组建了一支由 2 名员额检察官、1 名检

察辅助人员、2名书记员构成的“汝益·青绿”公

益诉讼办案团队。该团队专职负责食品药品安

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

关领域的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及相关

联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工作。在实际工作

中，他们精准出击，已成功办理涉公益领域刑事

案件 83 起，刑事附带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67 起，督促当事人缴纳公益损害赔偿金 1240 余

万元，切实保障了民众的饮食用药安全以及生

态环境权益，让汝州百姓生活在更安心、更健康

的环境之中。二是创新履职机制。创新建立“五

同步一体化”机制，将刑事和公益诉讼紧密结

合，实现同步提前介入、同步引导调查取证和先

行应急处置、同步进行刑事司法鉴定及公益损

害赔偿鉴定、同步督促侵权人主动承担生态环

境等公益修复费用与刑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起诉、同步跟进生态等公益修复。这一创新

机制极大地提升了监督效力，2023 年以来，26 起

案件在督促当事人主动承担公益损害赔偿责任

后不再进行刑附民立案；开庭前当事人主动承

担公益损害赔偿责任后终结案件 13 起、经过诉

讼判决的仅 10 起。高效的办案流程，不仅节省

了司法资源，也让社会公共利益能够在最短时

间内得到有效保护和修复。三是数字赋能监督。

紧跟时代步伐，坚持把法律监督模型的构建、应

用作为重要突破口，先后建立危化品、健康证、

出租车等行业数字监督模型 3 个，应用上级模

型 11个，发现线索 16起，关联成案 14 起。借助

数字化手段，打破了传统监督的局限，让监督更

具精准性和高效性，能够及时发现潜在的社会

公共利益受损风险，提前介入并解决问题，为汝

州社会的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一体化履职，凝聚社会共治强大合力。一是

健全公检协作配合机制。与公安局食药环资侦查

大队建立紧密协作机制，实现信息共享、证据共

查，共同推动案件高质效办理。在办理刘某某妨

害药品案件时，市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

关侦查，成功固定关键证据，确定违法销售金额

80 余万元、非法获利 13 万元，同时依法向公安

机关发出应当追加起诉犯罪嫌疑人意见书，确

保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精准打击。“公检协作”模

式，有效遏制了食药环资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

发生，维护了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二是依

托府检联动凝聚保护合力。先后联合市公安局、

林业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

汝瓷文化保护等协作机制，并推动市政府出台

《汝瓷地理标志产品管理办法》《关于建立汝瓷

文化保护协作机制》等文件，形成生物多样性、

文物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府检联动保护合力。三

是发挥“益心为公”外脑专家优势。积极探索“益

心为公专家出庭 + 法治宣传”办案模式，邀请生

态环保、药品安全领域专家志愿者出庭，就环境

损害赔偿鉴定、假药认定等专业性问题发表意

见，借智借力促推高质效办案。在办理“某靶场

军事管理区被非法侵占”案时，面对复杂的案件

关系和责任划分难题，组织相关乡镇、农业农

村、自然资源等 5 家单位开展检察听证，邀请 8

名“益心为公”志愿者全面阐释、论证，成功推动

争议实质性化解，该案还先后获评最高检、省检

察院典型案例、典型事例。

系统化施治，推动社会治理提质升级。一是

以源头治理抓前端、治未病。注重从食药环资领

域案件办理中归纳出普遍性问题，及时向相关

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从源头保护辖区食药

环资安全。针对 2023年辖区内频发的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类犯罪案件，向相关行政机关和乡镇

政府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督促注销 5 名

违法行为人的食品行业经营资格证件，对 160余

家店铺开展执法检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3

份。通过源头治理，有效预防了类似违法犯罪行

为的再次发生，保障了汝州民众“舌尖上的安

全”，提升了社会治理的前瞻性和主动性。二是

以公开听证促公正、提公信。广泛邀请人民监督

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加听证，充分听取

各方意见，并结合提出的“做好长效监督”建议，

推动相关单位建立监督检查长效工作机制，力

促“办理一案、治理一片”。开展跟踪问效公开听

证 13 次，在办理督促整治麻醉药品安全管理一

案跟踪问效环节，结合听证建议，联合市场监管

局、卫健委印发《药品安全领域工作协作机制实

施意见》，系统推进药品管理与行政执法工作无

缝衔接，消除药品安全风险。三是以带案普法明

法理、入人心。借助公益诉讼“益心为公”平台、

微信公众号等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积极开展

巡回公开听证，主动到群众家门口以案说法，用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案件教育群众，提高释法说

理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利用生态环境日、食

品安全周等节点开展增殖放流、犯罪工具销毁

等专项宣传活动，组织食药环资案件被告人共

同参与，使宣传教育可触可感、深入人心。通过

带案普法，提高了民众的法律素养和自我保护

意识，引导民众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积极参与社

会治理，形成了全社会共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的良好局面。

市检察院通过树牢“三化理念”，积极开展公

益诉讼工作，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汝州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

献。 陈媛媛

市检察院：“三化”破局，公益诉讼剑指社会治理新高度

武
克
歌
：
用
爱
点
亮
希
望

武克歌，社会工作师，在汝南街道慈善社工站工作，获得优

秀志愿服务、优秀社会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深耕基层社工领域四

载，他用专业与爱心，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故事，成为

群众身边值得信赖的“贴心人”。

2021年的春天，一则社会工作者招聘公告悄然改变了武克

歌的人生轨迹。怀着对家乡的深情与建设基层的朴素愿望，他一

路过关斩将，成为汝南街道社工站首批民政社工。入职培训时，

他才真正明白，社工既不是简单的“跑腿办事员”，也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行政人员，而是一个需要专业知识、为民情怀和持久耐心

的职业。当讲师讲到“助人自助”的理念时，他心头一震———原来

真正的帮助，是让受助者找到自己的力量。带着这份领悟，他揣

着写满笔记的培训手册，满怀憧憬又略带忐忑地踏上了这条充

满温度的成长之路。

那双推开心门的手

社工的日常，往往始于一次次看似平常的敲门。记得第一次走进村民杨

奶奶家时，昏暗的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中药味，老人蜷缩在旧沙发上，警惕的

目光像一堵无形的墙，将他隔在心门之外。这位双女户老人因独居摔伤落下

腿疾，两个女儿又远嫁他乡，一年难得回来几次。起初，他的每一次拜访都像

在演独角戏———老人只是淡淡应答，从不主动开口。直到第五次上门，他带着

用半个月工资买的按摩仪，耐心地教她如何使用。那一刻，老人眼眶微红，颤

抖着拉住他的手：“孩子，你比我家丫头来得都勤……”从此，他的工作日志上

多了一项雷打不动的安排———每周三“杨奶奶陪伴日”。后来，连周围邻居都

忍不住感叹：“这哪是社工？分明是亲孙子！”

从“单打独斗”到“资源枢纽”

在基层的摸爬滚打中，武克歌渐渐明白：社工的真谛不是“给予”，而是

“联结”。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汇聚社会资源，就能织就一张温暖的网。3年

来，武克歌打造了“汝南暖心”服务品牌：链接市医院专家团队，为 23名留守

老人建立“一人一档”健康管理方案；联合辖区学校开设“护苗课堂”，为留守

儿童提供课后托管和心理辅导；发动社区商户认领 86个“微心愿”，让困难群

众的小期盼照进现实。最难忘的是去年中秋节，当独居老人们捧着孩子们亲

手制作的月饼，布满皱纹的脸上绽放出孩童般的笑容时，武克歌忽然懂得了

什么是“用生命影响生命”———他们付出的每一分温暖，都会在某个角落生根

发芽。

永远在路上的修行者

社工不仅是爱的传递者，更应是专业的践行者。为了弥补专业短板，武克

歌白天走访群众，晚上挑灯夜读，成为同期首个考取社会工作证书的乡镇社

工。翻开 4年来积累的 12本工作笔记，字里行间记录着清晰的成长轨迹：从

最初机械复述政策条文，到现在能精准识别服务对象的隐性需求；从组织活

动时的手忙脚乱，到娴熟运用小组工作方法设计服务方案。但有些习惯始终

未变———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只为让赶早来的群众少等一会儿……

扎根泥土的蒲公英

如今走在辖区街巷，常有老人硬往他兜里塞还带着泥土芬芳的花生，孩

子们隔着老远就雀跃地喊着“社工哥哥”。这些温暖瞬间让武克歌坚信：基层

社工就像蒲公英，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种子播撒到每个角落。“我将继续做群

众身边的‘政策翻译员’‘情绪树洞’和‘资源管家’，用专业守护民生底线，用

温情书写属于新时代社工的青春答卷。”武克歌说。 王利芳

2024 年 5 月，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

干警张梦南一行到骑岭街道某诊所，查看

违规使用药品整改情况

“汝益·青绿”公益诉讼办案团队，保障

民众的饮食用药安全以及生态环境权益

武克歌（左）走进校园，为学生们科普用电知识

年 月 日，我市首届公益武术课汇报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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