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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篇

1997年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驻香港部队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于 7 月 1 日零时开始履行防务职责。

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

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的仪式在香港

隆重举行，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

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正式成立。7月1日1时30分，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

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隆重举行。

相比读书会、环保社团、

健身社团这些热爱生活的社

团组织，更多的社团组织以其

奉献自己、帮助他人的公益属

性而备受瞩目。河北爱心救

援队、沧州博爱人生爱心社、

蓝天救援队等众多公益社团

让社会有了更多的暖意。

河北爱心救援队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底，以免费帮私家

车对火、换轮胎、拖车为主，义

务救援，不求回报。他们人到

哪儿好事就做到哪儿。救援

队成立五年来，队员已经由最

初的 40 多人发展到一万多人，

他们的足迹踏遍了石家庄每

个角落，迄今已义务救援事故

车辆 6.3 万余次。如今，河北

爱心救援队正在以石家庄为

中心向全省拓展，邯郸、沧州、

衡水的网友也纷纷效仿成立

爱心救援队，队伍以每月递增

近 500 人的速度迅速壮大，而

且新增队员中超过 30%是曾经

的求助者。社会需要的无

私奉献精神通过这个公益

社团得到了极大的传承。

90 后的小布大学读

了五年医科，现在是一

名 医 生 。 业 余 时 间

里，她是越野社团里

的“大神”，在今年 9

月刚刚结束的

太 原 马 拉 松 赛

中，她跑出 3 小

时 12 分 的 好 成

绩，夺得国内女

子组第二名。她

专业和爱好两不

误，越野社团成

为 她 热 心 助

人的一个平台。在这里，她经

常指导跑友们如何健康跑，如

何保护腿脚不受伤以及受伤

后帮他们快速缓解伤痛。“有

时，我会去报名做医师跑者。

我们的责任是为赛道保驾护

航，跟着选手跑，发现选手抽

筋、受伤了，第一时间帮他们

化解险情。用自己的所能去

帮助别人，我做了一件有意义

的事。”小布说。

结伴跑步，翻山越岭，参

加公益组织，一起读书……随

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各种民

间社团发展迅猛，人们更容易

在自己喜欢的圈子里找到自

己，遇到有相同爱好的伙伴。

现在，人们八小时之外的生活

更精彩、更多元了。在沸腾繁

华的都市生活里，多彩的社团

生活像一条条缓缓流淌的小

河，浪花朵朵，滋润心田，最后

汇聚为生活之基，城市之基。

曾经，我们每个人和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除了上班，八小时之外的生活也有着单

位的痕迹，周末或假期参加春游、爬山或者包场看电影，那是改革开放之初到新世纪几代人

最温馨的有关单位的回忆。近些年，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蓬勃发展起来，工作之余，他们参

加读书会、环保社团、健身社团等，热情投入到各种各样的生活圈子，简单随意而快乐地生

活。还有一些公益社团近年来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热心公益的人们在这里无私奉献，自己

获得了快乐，也给别人带来了温暖。

石家庄的郑先生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现在

石家庄一家单位上班。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他

们生活的节奏与单位紧密相连。“我们刚进单位时，

20来岁的样子，除了工作之外，最期待的就是周末

了。那时印象最深的是，赶上周末或者假期，单位

会组织年轻人一起去春游、爬山。和现在的自驾游

不一样，那时候大家都是统一行动，单位工会专门

负责联系车辆，联系景点，联系住宿。那是我们那

个时代出游的特点吧。”郑先生说。

郑先生翻着相册里的照片，回忆着当年的那次

春游：“春天来了，小草绿了，花儿开了。单位组织

年轻人去春游，路线是满城—狼牙山—白洋淀，我

们一路欢歌笑语。第一站参观满城汉墓，那是我第

一次看到那么宏伟的古代陵寝，感到非常震撼。第

二站，我们爬了狼牙山。第三站是白洋淀，听着淀

子里的老人讲述雁翎队的故事，心潮澎湃。晚上，

当地还给我们举行了篝火晚会。那种青春联谊的

感觉至今令人怀念。”

春游啊，爬山啊，这些对于待在单位里的人再

熟悉不过了。“周一到周五在单位忙碌，周六周日单

位偶尔组织活动，要不就待在家里没事儿干。我对

这种生活有点儿不太满意，琢磨着周末生活是不是

可以更多元一些、更精彩一些。”石家庄市路跑协会

主席王京华说。当时，石家庄户外活动流行骑车

子，以退休的人居多，王京华就跟着人家骑行，一开

始跟不上，后来很快就超过他们了。周末了，大家

一路骑行几十公里，不仅有了一个好身体，那种快

乐更让王京华颇多感慨。

“2008年参加北京马拉松是个转折点吧，我和

妹妹跑了两个月步，参加北马，顺利完赛，当时在户

外群里引起轰动。”王京华回到石家庄后在网上创

建跑步论坛，取名“跑者大本营”，“跑者大本营”也

成为石家庄第一个跑团。

追溯历史，跑步热在国内真正兴起的年份是

2013年初，之后，民间跑团遍地开花，加入跑团跑步

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潮生活。

80后郭川是“创想跑团”的发起人，跑团年轻人

居多，人数接近500人。“单位人是单一的社会属性，

单位管一切，吃穿住行。社团人是多维的社会属

性，根据不同的爱好参加不同的社团，让自己获得

更多的快乐。跑步就是生活，像吃饭、洗脸一样，是

我们生命中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无论

是正在跑，还是去比赛，或者谈论它，都足以让我们

兴奋并获得满足。跑步是我们经历的所有美好里

最美好的之一。”郭川说。

据石家庄市路跑协会提供的数据，近年来庄里

跑团发展很快，从2009年第一支跑团“跑者大本营”

开始，2015年，它衍生了15个分团。截至2017年年

底，在协会注册的跑团已达39家。自然，因为跑团

是民间社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那些同在一

个社区或者同一个单位、热爱跑步的人组建起来的

小型跑团就更多了。因此，没有进入统计范围的跑

团还有很多，省会跑团呈现多生态格局，大家有更

多的选择，可以更快乐地跑步。

2018 年 9 月新成立的君拓跑团堪称跑团升级

版，像一个金色的节点。“招募对象是超级热爱跑步

的人和超级热爱马拉松的人，成员已经有200多人，

但我们觉得发展还是太快了，步子应该再稳一些。

我们着力于跑步技术、体能训练、健身营养等方面

综合提升，让跑者跑得更远、变得更强。”君拓跑团

分管技术的副团长扬帆介绍说。

从单位人到社团人

本报记者 栗强

青春联谊的感觉至今令人怀念

共同的爱好让人们有了新的圈子

更多社团组织成为公益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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