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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朋友圈里一向沉默的
方明和，最近转了一条信息：绿眼
睛协助娄桥警方解救 200 只麻
雀。

苍南人方明和是绿眼睛民间
环保组织的创办人。该组织以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为使命，
正式注册已有 10 年。前几天，瓯
海区娄桥派出所在巡查时抓获非
法捕鸟的外地人，查获 200 多只
麻雀。麻雀属于国家“三有”保护
动物，民警请“绿眼睛”的专业人
士来协助工作。

“从没想过有一天能和官方
合作。”如今已三十而立的方明
和，回想起艰难的环保之路时直
言不讳。随着“绿眼睛”影响力不
断扩大，他们曾经想注册成民间
非企业组织，以便接受基金会以
及一些环保社团和人士的捐赠，
却屡遭拒绝。

“注册资金必须达到 10 万
元”，“必须有托管单位”......当工
作人员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提出这
些要求时，方明和预感到注册过
程的“前路漫漫”。不知跑了多少
次环保和民政部门，历时 4 年，

“绿眼睛”终于有了正式身份，成
为温州最早一批获得法人资格的
公益组织之一。

“我是谁？”这个问题曾长期
困扰社会组织，它们急需身份认
同。如同较早觉醒的市场意识，
温州人的社会参与意识也早已萌
生。3 年前，“7·23”甬温线特别
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数以
万计的义工、志愿者曾引人关注，
他们大多来自民间公益组织。据
不完全统计，当时挂靠在市慈善
总会义工分会和市志愿者协会旗
下的义工队伍，就有 100 多支，人
数过万，而在民政部门独立登记、
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正规义工
组织，却不超过10个。

因身份“不明”，不少义工在
开展志愿活动时，面临尴尬。“一
是募捐时民众缺乏信任；二是活
动开展受限。”何畏是温州市流行
乐团团长，在汶川、雅安地震等灾
害发生时曾组织赈灾义演，但因
之前乐团久久未能登记成功，申
请活动场所总是以“没有组织印
章为由遭拒，爱心物资也因缺乏
官方账号而不能有效送达。

两年前，不少处于“地下”状
态的社会组织迎来了春天。2012
年 10 月，温州出台《关于加快推
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意见》的
一系列文件。“公益慈善类、社会
福利类、社会服务类和基层社区
社会组织申请成立登记时，资金
门槛降为零。”这一消息在社会组
织圈迅速传开，全市登记备案的
社会组织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短
短两个月就有1500多个。

“开放登记，资金门槛降为
零，这看似简单，其背后却是观念
的重大转变。”作为“元老级”人
物，方明和深知破冰的不易，“这
意味着，政府的态度已经从过去
的不认同，转变为现在的认可、支
持。”

“温州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
证明，政府的手要适当收回，才能
更好地激发活力，社会组织也是
这样。”温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
说，“创新社会治理，主体需要多
元，政府除了做好服务外，还需要
将管不好、管不过来的交给社会，
让社会组织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之一。”

目前，社会组织遍布温州城
乡，涉及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
域。一组数据足以让温州人感到
骄傲：截至今年 9 月底，全市经
市、县（市、区）两级民政部门登记
的社会组织总数为 7159 家，居全
省各地级市首位，每万人拥有数
7.8 个，高于全省（6.5 个）和全国

（4.0个）水平；备案的基层社会组
织20828家，全省第一。

一重奏——
开放登记激活力
一重奏——
开放登记激活力

社会组织，扎根沃土发新枝
——创新社会治理的温州“三重奏”

本报记者 张丽 通讯员 周庆旭 盛相良

温州，一个勇于改革

的符号，在社会组织领域

也不例外。

率先开放社会组织直

接登记注册，放宽准入门

槛；率先建立社会组织孵

化平台，开展公益创投；率

先把社会组织作为大学生

就业重要渠道，解决人才

短缺问题⋯⋯温州，成为

全国首批社会组织建设创

新示范区之一。

加快有限型政府、服

务型政府的建设，温州政

府知道，不能大包大揽，

必须向社会放权，让社会

的归社会，社会才有积极

性，社会活力才会出现，

社会治理才能更加有序、

和谐。通过激发社会组

织活力、培育发展社会组

织，温州谱写了创新社会

治理的“三重奏”。

记者走进瑞安市玉海街道商
会大厦 19 楼一间办公室，梁锋热
情地递给记者一张名片，上面写
着“瑞安市黑眼睛公益发展中心
主任”。

这里是瑞安市公益服务中心
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今年 3 月正
式成立，目前已有 22 家社会组织
入驻，“黑眼睛”是其中一家。从
在家办公到有自己的工作场所，
梁 锋 称 这 一 转 变 为“ 屌 丝 的 逆
袭”。

他说：“做公益项目需要捐
赠，以前去募捐，别人问我们这个
组织在哪里、办公室电话多少，总
是答不上来，对方觉得我们是‘三
无产品’，不可能再谈下去了。”主
要帮扶贫困学生等困难群体的黑
眼睛公益发展中心，去年正式注
册。有了“家”，义工们也有了归
属感。

解决了名份问题，但不少社
会组织和“黑眼睛”一样，面临规
模小、资金弱、治理结构不完善等
难题。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所
长王名在调研中发现，温州市政
府为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免费提供
办公场所、免费搭建信息平台，并
对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
训。

记者在“孵化基地”看到，700

余平方米的整层楼利用率很高，
内设培育孵化区、培训学员和成
果展示区等。主体空间被分隔成
一间间独立办公室和格子间，里
面配备了会议室、交流室、多媒体
教室、展示厅、演出厅、茶吧、仓库
等，硬件设施齐全。

瑞安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孵化基地将实行“进驻—孵
化—评估—出壳”的工作模式，
孵化期为两年。在这期间，基地
将为处于初创期和发展期的公益
性社会组织提供孵化培育、能力
建设、登记辅导、交流咨询、人才
实践、成果展示和资源共享等服
务，搭建一个政府、企业、社会组
织之间交流、合作、共享、发展的
平台。

在孵化基地，除了有“家”，
“黑眼睛”已成长为瑞安家喻户晓
的公益品牌，微信、微博、淘宝上
都发布有包括免费营养午餐、帮
助涉罪未成年人等在内的公益项
目。“任何组织，权责要明晰，分工
要明确。”梁锋原本只是凭着热情
做公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上门
寻求帮助，他意识到，仅凭热情已
经不够。在民政部门和相关专家
的帮助下，他着手完善组织架构，
并将公益与新媒体相结合，发动
更多人参与公益。

截至目前，温州已建成各级
社会组织服务平台 986 家，其中
市、县两级平台累计投入资金 300
余万元，场所面积近3200平方米，
实现了市、县、镇、社区四级全覆
盖。

如果说孵化器更多的为社会
组织发展提供了支持，那公益创投
模式的设立则促使了社会组织的成
长。

3 月，永嘉举行慈善公益创投
中标项目集中签约仪式，36 家社
会组织和慈善义工队的36个项目
获得了总计 9.9 万元慈善资金投
资，分别投向养老、助残、扶幼、环
保低碳、治水护水等多个方面；6
月，15 个项目成功入选 2014 年洞
头县公益创投项目，重点在为老、
助残、青少年服务等；7 月，鹿城区
首届公益节12个公益创投入选项
目名单公布，10 家社会组织获得
总额 200 万元、首批 40 万元资金
支持；9 月，龙湾 4 家单位获得创
投公益金，成为关爱新居民子女
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援助的服务
机构......

近年来，温州依托服务平台
共征集公益项目700余个，获资助
项 目 500 余 个 ，资 助 金 额 累 计
1500 余万元，其中社会资助 101.8
万元。

二重奏—— 平台孵化促成长

老林的儿子突患重疾成植物
人，社区第二天就送上了慰问金；
有人家里发生火灾，社区马上带
着救助金上门了......这些年，住在
温州市龙湾区海滨街道宁城社区
居民切身感受到，社区居委会的
工作效率越来越高。

“我们建立了‘救急难’救助
机制，把项目外包给了温州市爱
心璀璨公益发展中心，谁家有困
难，他们就会上门评估调查。”宁
城社区党委书记孙晓瑜说。

宁城社区有户籍人口 8110
人，60 岁以上的老人占 15.8%，但
工作人员只有 7 人。社区工作庞
杂繁重，工作人员经常顾了这头，
顾不上那头。去年9月，社区将免
费医疗服务及政策、法律、心理等
咨询服务等 13 个项目，外包给公
益组织，由社区出资金，公益组织
出人和技术，大大减轻了社区居
委会的负担。

在温州，政府购买服务已成
为规定动作。今年，市政府晒出
首份购买服务指导目录，把原本
由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 171 项
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
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
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支付

相关费用。
温州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登记

服务中心主任蔡建旺介绍，从“直
接举办、直接提供”转为“购买服
务、监督质量”、从“大包大揽”到

“分工精细”，打开购买公共服务
之路，推进了“简政放权”，让政府
不再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唯一提
供者，而是公共事务的促进者和
管理者，有利地推进服务型政府
建设。

据介绍，之前政府部门在有
新的公共服务项目或事项增加
时，一般都是增设部门、增添编
制，容易出现工作效率低下、人
浮于事等情况。而社会组织一
般都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具备提
供高效率、高质量专业服务的条
件。

乐清市司法局曾有过这方
面的教训。在社区矫正工作中，
由于人力有限，该局聘任协理员
参与社区矫正，却没有精力监管
这支队伍，导致协理员的工作积
极性不高，去年就有多名协理员
辞职。今年初，他们将这项工作
外包给乐清市社区矫正工作者
协会。协会制定管理办法，对协
理员每年进行两次业务考试，每

季度进行一次业绩考核，根据考
核成绩将协理员分成不同档次，
并根据档次差别进行工资待遇
调整，对连续两季度业绩考核最
后一名实行解聘。目前，该协会
已吸收社区矫正协理员会员 63
名。

“政府购买服务，好比是向社
会打开了大门，让更多的热心人
士参与社区矫正事业。”乐清市社
区矫正工作者协会会长陈开多，
退休后成立了这个协会，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让社会组织更好地
参与社会治理，这是今后的发展
方向。

政府购买服务，对于出身草
根的社会组织来说，是一种肯定，
更是实现良性发展的途径。温州
市民政局提供的调查报告显示，
温州地区有 70%以上的社会组
织，愿意参与政府购买服务，以提
高知名度和公信度，创造一定的
经济价值、社会价值。

截至今年 9 月，温州共有 20
家政府职能部门，向 100 多家社
会组织购买了 20 项公共服务，涉
及五水共治、教育、社区、培训、
司法、养老、医疗卫生等公共领
域。

三重奏—— 购买服务惠民生

瑞安市第二届公益创投项目评审会现场公布排名。

温州市绿眼睛环境文化中心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

“小鱼治水”公益项目助推温州“五水共治”。

苍南壹加壹应急救援中心演练如何转移群众。 王联杰摄

瑞安市首届公益创投项目之困难老人留影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