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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科技向善。如果我是一名AI行业相
关工作者，我应该在哪些方面推进AI赋能
志愿服务？

DeepSeek：
在算法编织的数字世界里，AI工程师不

仅是技术蓝领，更应是文明火种的传递者。当
我们把目光投向志愿服务这片热土，会发现
在社区网格、抢险现场、助老课堂中，正亟待
技术注入智慧动能。这不是简单的代码移植，
而是让科技创新真正扎根于人间烟火的关键
战役。

志愿服务最需要的是“不挑地形的适应
力”，专业工作者应致力于“低门槛、高精准”

的技术下沉，让AI从实验室走进胡同巷陌，
服务万家灯火，正是AI向善的第一课——技
术适配场景，而不是让场景将就技术。志愿服
务常面临“信息孤岛”难题，AI可以大显身
手。比如在助残志愿服务中，工程师搭建“爱
心接龙”平台解决了大问题：手语志愿者接单
后，AI自动转换语音文字；服务完成时，系统
同步生成带手语讲解的电子手册。这背后是
工程师设计的“数据交接棒”机制，让不同团
队的服务痕迹无缝衔接。

更重要的任务在于当好“数据守门员”。
开发志愿服务系统时，要像焊工检查焊缝那
样严谨：设置数据防火墙时留出紧急通道，设
计算法时预留人工复核窗口。

AI赋能志愿服务不是单打独斗。广州
工研院建立的公益技术开源平台，已汇集
近 400 个适老化改造算法模型，方便公益
组织自由取用。这种“技术众筹”模式，让东
北的助农直播系统用上了沿海研发的方言
识别模块。

站在数字时代的脚手架上，AI专业工作
者应当清醒：我们编写的每行代码，都可能在
某个角落点亮希望。当技术思维与工匠精神
相遇，当算法精度与人文温度相融，那些沉默
的代码就会变成传递善意的信使。这要求我
们既要像老技工般沉得下身子，又要像劳模
般挑得起担子，让技术创新真正成为托举社
会文明的坚实底座。

问 当前，越来越多的城市
建设从文明城市向城市文明迈
进。在这个过程中，志愿者和AI
的加入使这一进程更有温度，也
为城市建设增添新的驱动力，从
这些方面谈一谈城市建设怎么
做更温情。

DeepSeek：
城市文明建设不是种盆景，

要讲究好看，更得能经风雨。现在
越来越多的城市明白，光靠突击
整治、检查评比，就像给大地刷
漆，遮得了一时遮不了一世。志愿
者和AI技术这对新搭档，一个带
着人情味，一个揣着聪明劲，正让
文明从“面子”走向“里子”，在老
百姓的日常生活里落地生根。

AI是精准的导航仪

过去治理城市不文明现象，常常是“眉毛
胡子一把抓”。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敲门发传
单，费时费力效果还打折扣。现在AI就像装了
透视镜，哪栋楼高空抛物多、哪个路口乱停车
频发，数据一清二楚。北京有个小区装上智能
识别系统，3个月内高空抛物减少八成——不
是靠罚款，而是发现谁家衣服被风吹落，物业
能马上提醒。技术不声不响解决问题，既保住
了邻里面子，又守住了文明底线。

AI 还能当“文明预报员”。通过分析
12345热线、社交平台留言，提前发现哪里要
添充电桩、哪些公园缺休息椅。这种“治未病”
的能耐，让城市服务从“等着提意见”变成“提
前送温暖”。

志愿者是温暖的指路人

再聪明的AI也有短板：社区张大妈被诈
骗电话吓着时，冷冰冰的AI提示不如志愿者

上门握着手讲解；外来务工子女放学
没处去时，算法生成的方案抵不上志
愿者在社区课堂的笑脸。武汉有个老
旧小区改造，AI规划了最合理的停车
位，但最终让居民点头的，是志愿者带
着图纸一家家解释：“您家三轮车停这
儿，买菜回来少走50步。”

志愿者的珍贵，在于把文明准则
翻译成人情味。看到乱扔垃圾的居民，
他们不说“罚款”，而是递上垃圾袋。这
种春风化雨的力量，正是文明扎根的
关键。

人机携手才能走长远

好技术离不开人把控。某地曾用
AI识别不文明行为，结果把小孩蹲着
系鞋带当成随地便溺闹笑话。最后还
是志愿者教会系统识别真实场景。反
过来，志愿者的服务也需要技术支
撑。暴雨天给独居老人送菜，靠的不
只是热心肠，还得有实时更新的路况
导航。

最动人的画面，往往是科技与人文
的交织：社区AI音箱用方言播报天气，
内容却是志愿者收集的老人防跌指
南；智能路灯自动调节亮度，开关时间
参考的是夜班工人回家的路线。这种
你中有我的协作，让文明建设既有规
矩又有温度。

说到底，文明城市不是突击整治弄
出来的，是老百姓过出来的。让AI当好

“电子管家”，帮人们省下扯皮的精力；
让志愿者做好“流动春风”，把冷冰冰
的规则焐热了递到人手里。当技术红
利与人性光辉相互照亮，城市文明才
能像老树扎深根，经得起岁月磨，抗得
住风雨打。

问 社区治理千头万绪，志愿者和社区
热心居民参与其中将有助于建设一个和
谐、文明的社区。假如你是一名基层社区工
作人员，你觉得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推动？

DeepSeek：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

是群众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面对千头
万绪的治理课题，单靠基层工作人员“单
打独斗”难免力不从心。唯有激活群众内
生动力，让志愿者和热心居民从“旁观
者”变为“当家人”，才能为社区治理注入
源头活水。作为基层工作者，当以党建引
领为主线，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制度创
新为抓手，在共治共享中书写新时代“枫
桥经验”的社区篇章。

摸清家底，精准施策，找准群众参与“金
钥匙”。社区治理如绣花，针脚密不密，关键
看底图清不清。某社区通过“敲门行动”建立

“民情档案”，梳理出环境整治、为老服务等6
类需求清单，同步挖掘出退休教师、维修能手
等几十位社区能人，绘制出“需求—资源”动
态地图。这种“双向奔赴”启示我们：既要带
着温度倾听“沉默的少数”，用问卷、恳谈会

打开群众话匣子；也要带着慧眼发现“隐藏的
宝藏”，让书画达人组建文化社团，让热心大
妈担任楼栋管家。当每个群体的诉求都被看
见，每个居民的特长都被激活，社区治理便有
了最坚实的根基。

创新机制，激发活力，搭建共治共享“大
舞台”。在南京某社区，“时间银行”存储志愿
时长达几万小时，志愿者凭积分可兑换家政
服务、社区停车位；杭州某街道开发“社区钉
钉”，3分钟认领微心愿，5分钟组建巡逻队，
让碎片化服务汇聚成治理暖流。这些实践揭
示着真谛：群众参与需要制度护航。当“微创
投”支持居民把金点子变成改造项目，当“商
居联盟”让志愿服务兑换成咖啡券、理发卡，
当“小小规划师”带着童真视角设计游乐设
施，治理就不再是枯燥的任务，而成为人人乐
在其中的生活方式。

培育文化，厚植根基，浇灌社区精神
“常青树”。走进上海虹储小区，楼道美术
馆展出居民摄影作品，睦邻中心挂着“年度
社区之星”笑脸墙；成都某社区每年举办

“院落节”，居民自编自演治理情景剧。这些
生动场景昭示着：社区治理既要塑形，更要
铸魂。通过设立“金喇叭调解队”“绿手指环

保团”等特色队伍，让志愿服务成为荣誉勋
章；通过《家园蝶变》影集记录社区成长，用

“社区创变者说”分享平凡人的不凡故事，
才能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种子在邻
里间生根发芽。

党建引领，久久为功，走好基层治理“赶
考路”。社区治理是篇大文章，需要党组织握
紧“笔杆”，群众共同“着墨”。北京某社区党
委打造“红色议事厅”，每月10号雷打不动召
开党群联席会；深圳某社区成立功能型党支
部，带领志愿者队伍攻破垃圾分类难题。这些
经验告诉我们：党组织既要当好“主心骨”，
用党建项目认领制引导党员亮身份、作表率；
也要善当“催化剂”，通过社区基金会、共治
委员会等平台，把驻区单位、社会组织拧成一
股绳。唯有始终保持“赶考”姿态，才能让社
区治理既有高度、更有温度。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群众参与
是基层治理的法宝。从“替民做主”到“让民
做主”，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创造”，新时代
社区治理正在书写崭新答卷。只要始终相信
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就一定能汇聚起

“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磅礴力量，让每个社区
都成为充满生机活力的幸福共同体。

问 在新时代背景下，学雷锋、做志愿
者要想做“长”做“常”，在活动载体、运作
机制上，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新的延伸和
创新？

DeepSeek：
在大街小巷、在城市乡村，“红马甲”用

扎实的服务守护平安；在乡村振兴的田野
间，无数青年志愿者将知识播撒在希望的
土壤；在数字时代的云端，新型志愿服务平
台让善意跨越山海。新时代赋予雷锋精神
新的内涵，也呼唤志愿服务体系的创新变
革。当传统志愿服务模式遭遇数字化浪潮
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双重冲击，唯有在载体
与机制上持续创新，方能使学雷锋活动真
正融入时代血脉，焕发持久生命力。

活动载体的多维创新

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志愿服务的形态。有的
城市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志愿服务时间银行，
将志愿者的服务时长转化为可存储、可兑换的
数字资产，有的城市将志愿服务纳入城市积分
落户体系，让无形的精神奉献转化为有形的社
会认可。这些创新实践突破了传统志愿服务的
时间与空间限制，构建起虚实相生的志愿服务
新生态。

项目化运作正在改变志愿服务的组织形
式。“河流守望者”环保项目通过“认领河段-定
期巡护-数据共享”的标准化流程，将分散的环
保行动转化为系统性的生态保护工程。深圳

“志愿者之城”建设将城市治理细分为志愿服
务项目包，实现需求精准对接与服务专业供
给。这种项目化转型使志愿服务从零散活动升
级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工程。

生活化场景创新让雷锋精神扎根日常。上海
探索“社区15分钟青年志愿服务圈”将便民服
务嵌入社区生活场景，北京“志愿家庭”行动计
划将家庭教育与志愿服务有机结合。这些实践
表明，当志愿服务转化为“送孩子上学顺路做交
通引导”“社区散步时进行垃圾分类督导”的生活
化场景，雷锋精神才能真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运作机制的深层变革

现代志愿服务需要构建可持续的激励机
制。广州“时间银行”采用“服务存储-需求兑换”
的闭环设计，志愿者既可用积累的时长兑换养
老服务，也可转化为子女入学加分。成都温江区
涌泉街道推出的“荣耀卡”，将志愿服务时长与
享受服务优惠挂钩。这些物质激励与精神嘉奖
并重的制度设计，为志愿服务注入持久动力。

资源整合机制创新正在打破传统壁垒。雄
安新区雄东片区立足回迁社区实际，结合人口
结构多元化、居民需求多样化特征，以党建引
领为抓手，积极探索设计“昝一起”志愿服务项
目品牌。浙江推行的“公益创投”模式，引导社
会资本通过股权投资方式支持优质志愿服务
项目。这种跨领域资源整合构建起志愿服务的
社会支持网络。

专业化培育机制是志愿服务提质增效的
关键。有的地方，志愿者协会建立志愿导师库，
汇集各领域专家为志愿服务组织提供智力支
持；有的地方依托院校开设志愿服务管理专
业，系统培养职业化志愿服务人才……随着专
业培训体系的完善，将推动志愿服务从“热情
驱动”向“专业引领”转型升级。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志愿服务创新既要传承“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精神内核，又要把握数字文明时代的
发展机遇。当5G技术赋能远程支教，当人工智
能优化志愿服务匹配，当元宇宙构建虚拟志愿
场景，雷锋精神正在科技赋能下绽放新的光
彩。这种守正创新的辩证统一，正是志愿服务
永葆生机的根本所在。未来，随着社会治理体
系的完善，志愿服务必将在创新中实现制度保
障的跨越，谱写新时代文明进步的壮美篇章。

（本版内容由Deepseek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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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用科技做好事，当个“智能热心肠”

凝聚力量绘就社区治理同心圆

为善意装上智能引擎

让雷锋精神
在时代脉动中
永葆青春

问 3 月是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月。咱
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很强的技术背景，你觉
得我们可以用AI为身边的人做些什么？

DeepSeek：
各位朋友，咱们这代人真是赶上了好

时候！过去学雷锋，无非是扶老人过马路、
帮邻居扛煤气罐。如今在AI时代，你手机
里装个APP，动动手指就能帮到千里之外
的人。有人说：“我又不懂编程，高科技跟
我有啥关系？”这话可不对！现在的 AI 技
术就像家里的洗衣机，不用懂原理也能用
它干活。今天咱们就聊聊，普通老百姓怎
么把 AI 变成“热心肠工具”，当个接地气
的“科技雷锋”。

不会写代码怕啥？AI工具现
成的，捡起来就能用

张大妈的故事特别有代表性。她参加
老年大学，学会了用手机里的AI软件。现
在可不得了！她帮小区里的十几位老人的
手机都装上了“AI 防诈小助手”。这软件
能识别诈骗电话，用方言大喊：“骗子快
滚！我报警了！”老人们乐坏了：“比亲闺女
还管用！”

现在市面上这类“傻瓜式”AI工具多得
很。还有小伙就用AI语音合成，把防溺水知

识做成豫剧唱段。李小姐更绝，她用AI把垃
圾分类指南变成“喵喵教学视频”，孩子们看
得入迷，回家盯着家长分垃圾。这些事难吗？
比发朋友圈复杂不了多少。

三个绝招，让你用AI帮人帮
到点子上

第一招：给AI 当“师傅”，教它懂人间
冷暖。农民老赵的做法特别聪明。他听说训
练AI识别病虫害需要大量照片，就把自家苹
果园遭虫害的照片全传上网，还拉着十里八
乡的果农一起拍。现在他们县用的AI病虫
害检测系统，准确率比省城专家还高。老赵
说：“这就跟教孩子认字似的，咱农民也能教
高科技！”

第二招：用AI当“扩音器”，把你的善意
传千里。退休教师刘阿姨，发现社区很多老人
听不懂普通话的健康讲座。她让AI把讲座内
容翻译成方言，再用软件把文字变成“会动的
卡通阿婆”讲解。

第三招：让AI当“贴心小棉袄”，关照特
殊群体。盲人按摩师小陈有个绝活：他用AI
语音日记记录客人健康情况，自动生成按摩
方案。聋哑学校张老师更厉害，他训练AI把
手语课内容转换成带表情的卡通人演示。这
些事听着高大上，其实用手机APP分分钟
搞定。

你我都能成为“科技雷锋大
队长”

有一个地方的“银发 AI 团”特别有意
思。一些老头老太太，琢磨怎么用AI帮街
坊四邻。有人用图像识别帮邻居找走失的
宠物狗，有人用语音合成给盲人读报纸。
他们总结出个“三不原则”：不花钱、不麻
烦、不显摆。

小李更让人佩服。他发现工友们总被黑
中介坑，就整了个“AI打工宝典”：输入合同
照片就能标出陷阱条款，遇到欠薪自动生成
维权文书。

当然，还有件要紧事得说道说道：用AI
做好事也得讲方法。用AI献爱心不能光图
新鲜，得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比如有人用
AI给留守儿童生成“虚拟爸妈”写信，结果
孩子发现信里的话都是网上抄的。科技再
发达，也代替不了真心实意。关键是那份愿
意为他人花心思的心意，这才是永远不过
时的“人性算法”！

朋友们，AI 技术不是冷冰冰的机器，
它就是我们手里的新式“螺丝刀”。不会
编程没关系，不懂算法不要紧，关键是有
颗想帮人的热心肠。科技时代的雷锋精
神，不就是让每个人的善意插上智慧的
翅膀吗？

编
者
按

今年以来，DeepSeek（深度求索）、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火爆全网，中国人工智能

技术、机器人产业等新质生产力强势崛起。作为AI大模型诞生以来的现象级事件之一，

DeepSeek彰显了中国在AI领域的创新能力。

时逢学雷锋纪念日和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本期我们尝试使用DeepSeek来探讨

AI时代我们怎么学雷锋、怎么更好运用AI技术推进志愿服务工作等话题，为我们打开一

个不同以往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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