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附件 2

中国新闻奖新闻摄影参评作品推荐表
标题 《郭海波和他的“雷锋超市”》 作品类别 新闻摄影 组照 类

（单幅/组照/国际传播）

作者 张西蒙 编辑 王雨萌

原创单位 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发布端/账号/
媒体名称

《三月风》、中国残疾人杂

志社公众号

刊播版面
(名称及版次)

《三月风》2024 年第 10 期“图片故事”

栏目
刊播日期 2024 年 10 月 3 日

新媒体
作品网址

https://mp.weixin.qq.com/s/tP5cQm_F4DqBMqM17LT_

oQ

是否为
“三好作品”

否

所配合的文字报道标题 《郭海波和他的“雷锋超市”》

︵
采作
编品
过简
程介
︶

《郭海波和他的“雷锋超市”》以图文结合的形式，记录了湖南长沙自然岭社区一家特殊超市

的温情故事。经营者郭海波自幼历经坎坷，因身体残疾与公益结缘，自 2017 年起创办“雷锋超

市”，以“零元租、自然领、平价卖”为宗旨，为低保户、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物资

与便民服务。他不仅化身“社区管家”，代缴水电费、协助线上购物，还创办湘善公益服务中

心，疫情期间投身志愿服务，并资助贫困学生。记者通过实地走访，以细腻的镜头与文字，展

现了郭海波七年如一日扎根社区、以公益反哺社会的赤子之心，以及“雷锋超市”如何成为居

民心中的暖心驿站，传递着平凡生活中的大爱与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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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残疾人群体与社会保障领域中引起关注。作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管主办的会属媒体，

《三月风》杂志以图文纪实形式呈现郭海波“以残助残”的公益力量，助推社会扶残助残氛围，

折射国家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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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图文报道以质朴的镜头与温情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平凡人书写不凡大爱的动人篇章。作品

聚焦郭海波与“雷锋超市”的七年坚守，通过真实细腻的社区场景、鲜活的人物互动与详实的

数据支撑，勾勒出一幅“以善养善”的公益图景。郭海波身残志坚、反哺社会的形象，既彰显

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打破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其“零元租、自然领、平价

卖”的创新模式，为基层公益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范本。报道以小见大，将个体命运与时代议

题相联结——既有对残疾人就业环境的深刻洞察，也展现了公益行动如何重塑社区关系、传递

城市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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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李雨婷（化名）是一名心智障碍儿童，也是郭海波帮助的对象之一，
每个月来超市领取物资时，郭海波会请她吃一根雪糕，这样的“小确幸”
能让双方都开心好些天。
2024-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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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45 岁生日过后，郭海波对自己的“人生大事”不再那么着急，更多
的时间用来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公益行动长远发展下去。
2024-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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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搬货、上架、清点货物……超市里的大小事务郭海波都亲力亲为，
时常忙至深夜。
2024-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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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除附近居民外，不少快递小哥也是郭海波店里的“常客”，对于郭
海波的热心肠很是敬佩。
2024-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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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每天早晨 7 点，郭海波会准时开门，直至凌晨才结束营业，7 年时
间里，超市成了自然岭社区居民身边的服务站。
2024-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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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雨婷（化名）是一名心智障碍儿童，也是郭海波帮助的对象之一，每个月来超市领取物资时，郭海波会请她吃一根雪糕，这样的“小确幸”能让双方都

开心好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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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郭，我来取快递！”

“郭老板，算一算，这些总共多少钱？”

“郭子，又来麻烦你帮忙交一下水费喽！”

湖南长沙自然岭社区，晚饭过后，出来散步的居民多

了起来，郭海波的小超市人来人往，伴随着门口“迎宾娃

娃”一声声的“欢迎光临”，居民们有的来去匆匆，有的

会和难得闲下来的郭海波聊上两句。紧挨着店门的淡绿色

外墙上，有一幅大大的雷锋像——这家小店的名字就叫“雷

锋超市”。

零元租、自然领、平价卖

曾因“热衷公益”被不少媒体采访过的郭海波，是周

边居民眼中的“名人”，然而这并不是超市生意红火的主

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以“零元租、自然领、平价卖”

为宗旨，将部分商品捐赠给低保户、五保户、老弱病残特

困户和环卫工人。自 2017 年开办超市起，每月为社区 80

岁以上的老人、低保户以及重度残疾人提供 30 元的免费物

资；针对重度残疾这一群体，他将标准提高到 50 元。

“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做好事。”郭海波七

年如一日的坚持，居民们看在眼中，都很庆幸社区有一家“雷

锋超市”，经营者是一名“雷锋老板”。郭海波每天兢兢业业，

搬货、卸货、经营，事事亲力亲为，让人往往忽略了他原

本也是一名残疾人的事实。

1979 年，郭海波出生在湖南省沅江县的一户渔民家中，

儿时的一次意外，导致他心脏和肺部被严重挤压，脊椎弯

曲变形，身高永远停留在不足 1.4 米。郭海波的父母后又

因疾病，分别在他 3 岁和 13 岁那年去世。

依靠乡亲们的接济，郭海波“吃着百家饭长大”。村

里有一所学校，学校食堂一位姓丁的师傅是父亲生前的老

友。郭海波时常去食堂帮丁师傅干些烧火、择菜等力所能

及的事情，热心肠的丁师傅可怜郭海波的身世，常留他在

食堂吃饭。

郭海波成年后，在丁师傅的介绍下来到长沙投奔其弟

弟——丁师傅的弟弟在长沙经营一家排污器材厂，郭海波

被安排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那些年，郭海波看管过仓库，

给工人打过下手，还经营过厂里的杂货铺。然而，2015 年，

工厂因种种原因被迫关闭，和很多残疾人一样，特殊的身

体条件和家庭背景，让郭海波的成长和就业之路变得格外

困难。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残疾人总数约

为 8591 万人。“大部分残疾人有着强烈的就业需求，渴望

通过掌握就业技能实现自立自强和增收致富。但目前残疾

人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就业比例低、就业不稳定等问题突出，

残疾人单一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模式无法满足多样化、细分

化、个性化的就业市场需求。”全国政协委员刘林芽曾在

2024 年全国两会上剖析残疾人就业现状。

究其原因，造成残疾人就业困境的根源往往不是残疾

本身，而是外界的障碍。这也就意味着突破社会上的刻板

印象与现实框架，是残疾人打破桎梏后迈出的第一步。

郭海波从未把自己当成残疾人看待，他打过各种零工，

还考取了残疾人专用的 C5 驾照。不时收获的来自他人的温

暖，一点点坚定着郭海波投身公益的决心。事实上，早在

2012 年郭海波就加入了本地的线下公益组织“长沙大爱义

工” ，在敬老院、福利院等机构长期开展爱心帮扶、生活

护理、陪伴等义工服务，以至于后来，他成了很多公益群

的群主。

2017 年，有着多年义工经验的郭海波打算创业，希望

自身造血的同时能帮助更多的人。在当地政府、残联和社

区的帮助下，郭海波的“雷锋超市”开张了，第一天起，

他就定下了“零元租、自然领、平价卖”的经营宗旨。

“‘零元租’即社区为郭海波免费提供门店；‘自然领’

是将部分商品捐赠给低保户、五保户、老弱病残特困户和

环卫工人；‘平价卖’的意思是低保户、残疾人和重病患

者三类人群，可在购满 100 元商品后，享受九折优惠，部

分物品（不含烟、酒）对社区低保户、五保户、老弱病残

等零利润出售，对居民平价出售。”自然岭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王静说。

爱意流转中多了几分烟火气

长沙是雷锋的家乡，雷锋早已成为这座城市的集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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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岁生日过后，郭海波对自己的“人生大事”不再那么着急，更多的时间用来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公益行动长远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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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和恒久楷模。郭海波的雷锋超市开张后的第二年，市文

明办牵头在全省建设雷锋超市，取超市之形、冠雷锋之名，

目前共建成雷锋超市 11 家，累计开展各类公益服务活动

1200 余场次，受益群众近 20 万人次。作为第一家雷锋超

市的经营者，郭海波心中不无自豪。

每天早晨 7 点，郭海波会准时开门，直至凌晨才结束

营业，7 年时间里，超市成了自然岭社区居民身边的服务站。

超市进门右手边的位置摆放着一个服务柜，上面手电筒、

药箱、雨伞等物品一应俱全，免费给有需要的居民使用。

“店里原先没有果蔬生鲜，居民平时主要买些日杂百货。”

为了让附近的老人们买菜更便捷，2022 年 4 月，郭海波主

动注册成为美团优选的一名自提点店长。

郭海波的店门前有一棵高大的香樟树，树下摆放了一

套桌椅，每天的早晚时段，买菜的老人、放学的孩童、散

步的青年，都喜欢在这里歇脚、聊天。郭海波偶尔也陪大

家“打港”，他说话时挺起胸膛、声音洪亮，好像生怕别

人听不见似的。“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挺牛的。”郭海波

笑着说，好像自己并非是那个最不幸的人。

这套桌椅除了让人歇脚，也是很多残疾人、低保户的“物

资台”——每个月，当有人来领免费物资的时候，郭海波

会把对方选好的货品装袋，拿到外面的桌子上，郑重交给

对方并拍照记录。原先是低保户、老弱病残等 80 余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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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货、上架、清点货物……超市里的大小事务郭海波都亲力亲为，时常忙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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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附近居民外，不少快递小哥也是郭海波店里的“常客”，对于郭海波的热

心肠很是敬佩。

 

人每月 30 元的标准，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完善、覆盖的帮

扶范围更广，郭海波提供帮助的范围缩小到重症、重残等

20 余人，标准提高到 50 元。

“每个月，女儿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到超市‘大采购’。”

社区居民王女士（化名）的女儿李雨婷（化名）患有智力障碍，

在超市挑选完物资，郭海波有时会送她一些小零食，“50

元虽然不多，但每次看到他们满怀期待地来，高高兴兴地走，

也挺满足。”这些点点滴滴的“小确幸”，让郭海波的小

店在爱意流转中有了更多烟火气，他本人“身为一个孤儿，

也有了许多牵挂”。

社区里有不少老人，子女不在身边，生活遇到困难往

往会找郭海波解决。“张大爷和老伴都已经 80 岁高龄，子

女在外打工，两位老人又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郭海波说，

每个月老人会到店里，让郭海波帮忙操作手机缴水电费。

像张大爷一样的老人还有很多，有找郭海波充值缴费的，

有请他帮忙线上购物的，有挂号买药的，还有的什么都不做，

只是想找人聊聊天……他习惯了这些老人的“光顾”，“如

果有段时间哪位老人不来了，我还有点不放心，会到家里

去看看。”

 

生命不息，公益不止

雷锋超市门口郁郁葱葱的大树右侧，原先是一块手

绘的爱心墙。“物品交换”大字下挂着帽子、衣服等各式

各样的物品。有行人驻足观摩，郭海波会热情地向他们介

绍，有需要的东西可以拿走，也可以把闲置物品挂在墙上。

2023 年，在长沙慈善总工会和社区的帮助下，“爱心墙”

被挪到了屋内，外面变成一面“荣誉墙”，“雷锋超市”

更名为“慈善超市”，郭海波的公益领域被一点点放大。

前些年疫情期间，超市经营困难，郭海波申请成为志

愿者，帮社区居民做核酸、送物资、管防控，这些都源于

郭海波的公益愿景——实现自身造血，更好地回馈社会。

2019 年，他创办了长沙市雨花区湘善公益服务中心，如今

成员群里已经有上千人。以弱势群体、特困人群、老年人、

残疾人等为重点帮扶对象，他每年个人投入约 5 万元公益

资金，同时还举办爱心公益活动，为困难群众送去温暖。

除此之外，郭海波还在老家资助了两名贫困学生。“当

年我是乡亲们你一口饭我一件衣‘七拼八凑’着养大的，

帮他们的子女解决困难，我义不容辞。” 

2023 年 6 月，郭海波在第三届长沙慈善榜征集评选活

动中登上“长沙慈善人物影响力榜”。与很多社会组织的

社会角色和公益岗位特点类似，郭海波和他的湘善公益服

务中心更符合残疾人心理特征。由于身处社区之中，离残

疾群体更近，郭海波找到了生活、就业和助人的平衡点。

他在自力更生的同时，也以此为据点，和志愿者、爱心人

士定期商量下一步的公益行动。

18 岁到长沙，郭海波今年已 45 岁，被经营超市和公

益活动填满的日常生活，使得他的“个人大事”一拖再拖。“随

缘吧。”原先不善与人交流的郭海波也有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希望未来的爱人一是别嫌弃我；二是热心公益，支持我

的工作；三是能够荣辱与共，共同进退。” 随着年岁的增

长，郭海波脊柱的变形慢慢压迫到内脏，爬 3 楼就会大喘气。

尽管如此，“快乐，满足”依旧是他生活的主旋律。

很多来采访郭海波的媒体都会问他一个问题：“这些

年来你总共……”

“打住打住，我知道你要问什么。”郭海波笑道：“总

共在公益上花了多少钱是吧？”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郭海波说：“没算过，也算不清。

只要还有余力，这些事就会一直做下去。”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