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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宁波海曙白云庄
社区磨了 7 年多的“公益豆浆”磨
不动了。

“公益豆浆”名叫“五豆坊”，
2007 年，5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许
宝玉和 3 名队员成立磨豆浆志愿
者服务小组，为居民磨制由黄豆、
青豆、黑豆、豌豆和花生作为材料
的五豆浆，只收原料成本价，并免
费送给社区高龄老人和五保户。

可今年，许宝玉确诊患了帕
金森病，其余几名队员年纪太大、
身体不佳，也干不动了，8 月，“五
豆坊”停业。

民间公益组织面临消亡，并
非个案。

宁波仅海曙区就有1200多家
靠热心人士发起的民间公益组
织，而因“领头人”年岁渐长、精力
不济等多种原因，不少公益组织
陷入存亡危机。据不完全统计，
海曙区仅南门街道就有十余家社
会组织消失，放在宁波全市，这个
数据将更大。

今天的社会管理，越来越注
重社会组织的作用。这些分散在
基层的社会组织，已成为党委、政
府实施社会管理的左膀右臂。但
民间公益传承为何这么难？如何
才能稳稳接棒？这是全社会面临
的一个新课题。

“断档”的公益传承人

90 岁的王亚萍身体大不如前
了，但让她放不下的是自己创办
的“王亚萍青少年希望书屋”，她
每天都要坚持来打理一番。

王亚萍爱读书，2002 年在柳
锦社区创办了公益书屋，免费对
外开放。

“草根类”的社会组织中，领
头人往往是公益项目的灵魂。“看
到不错的书，我就掏钱买下来，放
到书屋里，大家一起分享阅读。”
王亚萍说道。这个不足20平方米
的书屋，就靠着她一个人的“财
力”，慢慢积累起丰厚的藏书，如
今已经有 8000 余册，超过大部分
的社区图书馆，借书累计超8万人
次。

领头人的“号召力”是民间公
益的优势所在。组建时，凭着领
头人的个人魅力，或是因相同的
兴趣爱好，几个人走到一起，一个
公益项目往往可以瞬间成形，而
同时这又是其最大的缺陷。

“一旦领头人出了问题，直接
影响整个团队的发展，而且很难
找到可以相匹配或者有同等影响
力的接班人。”南门街道社会组织
联合会的相关负责人举了个例
子，他们曾有个社区文娱团体，领

头人自掏腰包承担了许多活动经
费，舞蹈也是她一力排演，后来她
无暇经营，剩下的队员没有一个
可以撑起场面，团体因此分解。
而像“五豆坊”项目，每天早上4时
起来磨豆浆，仅这个条件就很难
找到合适的接班人。

这几年，王亚萍眼睛花了，体
力弱了。老人说：“终有一天，我
会无力经营书屋，就想着把藏书
留给社区，可没有合适的人继承
打理，又不放心！”或者，到时候她
只能把书全部捐掉，那书屋也就
不复存在了。

数据显示，海曙区的 1000 多
家公益组织里，很多组织组建时间
不短，长的十多年，短的也有七八
年，积累了不少影响力，有的还成
为全市的“金牌公益组织”。但约
四成组织的领头人年龄超过 65
岁，面临传承人“断档”的危机。

自发的民间传承“接力”

停业的几个月内，“五豆坊”
内部经历了一场艰难的大换血。

“本想一关了事，可居民呼声
太高。”社区干部告诉记者，“五豆
坊”一停业，几乎每天都有居民找
上门。中信白云小区的张月香
说，除了去女儿女婿家住的那几
天，其余时间她每天都要去喝豆
浆，已经5年了。

草根类公益组织虽然人数不
多，可影响力不小，没法说关就关。

“老班底的模式靠几个人的
长年坚守，如今行不通了，我们试
着发挥全社区的力量。”社区和居
民商量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重
新组阁公益团队。

新团队由社区老年协会成员
和一位专职社区委员组成，16 名
成员，一个月30天，一个人平均每
月轮到两次，专职委员负责排班
和团队管理，还制作了值班表。
上个月底，新鲜人马上任的“五豆
坊”重新开业了。

“五豆坊”新老交接依靠众人
力量，而另一个公益团队“恒爱编
织站”则试图引进制度、规则，变
成公益企业。

在牡丹社区“恒爱编织站”
里，40 位编织者手中的毛线飞快
转动，有人专门负责质量把关，有
人专门担当打样师，一切显得有
条不紊。手套完工后，编织者可
以拿到相应报酬，就像企业的“生
产线”。

编织站的项目刚开始也只是
三五个人自发编织爱心毛衣，送
给孤童。可同样即将步入七旬的
创始人严婉贞总觉得，仅靠她的
热情，公益很难走得长远，她开始
谋划传承。

“企业可以聘经理人管理，经
营上百年，民间公益同样可以。”
严婉贞说道，如今，编织站开始聘
请编织员，大多是下岗职工，织好
的毛衣、手套由企业认购、商场寄
卖等方式积累公益基金，用来发
放工资，而认购的爱心织物则捐
赠给福利院和孤残儿童等，实现
双重公益。

如今，编织站已发动了爱心
企业参与建设，每个编织站投入
12.5 万元的种子资金，可帮助 15
名编织员每年获得人均 1 万元的
额外生活补助。按照设想，3 年
后，全市将建立公益编织站 50 家
至100家。小公益不但实现传承，
还能做大做强。

政府“购买”公益专职岗

资源整合？还是企业化引
导？海曙区政府也在探索最合适
的道路。

最近，52 岁的王雅琴正式成
为 第 一 个 拿 工 资 的 公 益“ 领 头
人”，她负责的是“北斗心灵生命
关怀社”，专为老人提供临终关
怀。项目的管理、运作、组织活动
等由她一手操办，每年大约能拿
到一万多元工资。

这份工资，来自政府花钱“购
买”公益岗位。有了稳定收入来
源，王雅琴就可以安心做公益了。

“义务打工毕竟难以维持，容
易让项目后继无人。”几年前，王雅
琴就开始做公益项目，曾创办为单
亲妈妈服务的“月亮妈妈”公益团
队。可是一边要上班，一边要干公
益，精力有限，项目慢慢停止。而
另一个公益团队“星星的孩子”负
责人冯东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他管理着 300 多名自闭症儿童家
长组成的 QQ 群，但他的本职工作
是一名公务员。他只能在下了班、
照顾完女儿后才能着手处理互助
会的事务，难免力不从心。

海曙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
裘丽萍认为，民间公益难以传承，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领头人才的匮
乏，政府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帮公
益组织找到稳定的领头人。

去年，海曙成立了宁波首个
公益组织发展基金会，共有资金
300 万元，专门扶持民间公益团
队，目前已经为200多个公益项目
提供资金支持，但是，这笔经费只
能用来开支活动所需，不能用于
人头费。今年，海曙试行公益岗
位购买，由政府出资向社会招聘
一批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再分
派到合适的社会组织岗位上，每
个岗位可以获得一笔经费补贴。

目前海曙正在通过这种方式，
替北斗心灵生命关怀社、“星星的
孩子”家长互助会、恒爱编织站等
3个公益社会组织招揽公益人才。

“负责一个项目的公益人才
年薪不超过5万元，但也会让一个
人同时负责两个项目，根据实际
情况给予报酬，岗位将实行坐班
制。”裘丽萍认为，这可能会成为
未来解决社会组织领头人问题的
主要途径。“我们也在考虑，对于
一些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社
会组织，未来可以给予他们适当
的行政管理费，增强市民参与社
会组织的积极性。”

社会组织面临“领头人”接续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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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聂伟霞

清澈的河水潺潺而流，田野里
绽放着五彩的花朵，空气中弥漫
花香⋯⋯即使不是节假日，衢州柯
城 区 石 室 乡 荆 溪 村 依 然 游 人 如
织，当地农民开着农家乐，收入盆
满钵满。荆溪村实现了从一个养
猪村到旅游景点的成功转身。

其实，这番美丽乡村的景象在
浙江农村不难寻觅。改变，缘于“五
水共治”和“三改一拆”。我省各地
推进这两项重点工作以来，许多严
重污染环境的非法养殖棚被拆除，
臭河变清流，臭气变清新。各地政
府也早就在谋划，在技术、资金等方
面给予养殖户扶持帮助，使一拨拨
的农民成功转产转业。

生猪养殖是柯城的传统产业。
一直以来，“猪圈靠搭建、猪粪靠直
排”这样落后的养殖模式，致农村污

水横流、臭气熏天。自开展“五水共
治”、“三改一拆”以来，该区实行全
流域禁养。目前，全区退养生猪 30
余万头，拆除栏舍面积38万平方米，
近 8.5 万名农民面临着转产转业。
柯城大胆探索推出“蔬菜大棚换猪
棚”三换一改模式，即“猪棚换大棚、
猪棚换来料加工、猪棚换菇棚”。该
模式按照“拆一平方米换一平方米”
标准加 50 元/亩资金给养殖户进行
补助，农业部门开展培训、技术服
务、统一配送种苗、有机肥等“保姆
式”农技服务，促农民转产转业。

在柯城区万田乡冯坦村翁塘垄
水库下，123 亩钢架搭建的现代化
蔬菜大棚基地正投入使用，中心大
道、沟、渠、路等基础设施一应俱
全。生猪退养户按照相关标准，领
到建好的大棚“现房”。

“其实，是‘五水共治’、‘三改一
拆’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万
田乡谷塘村山后徐村郑洪生道出了
生猪养殖户的共同心声。简陋初级

的养殖方式不仅污染环境和水源，
经过近 20 多年的发展，生猪养殖业
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

郑洪生从事生猪养殖已有十多
年，养殖效益时好时坏，甚至出现 3
年连续亏本，按照以前，没其他出
路，亏了还是会继续养，唯一的办法
就是等，想着亏两年总能等到赚的
一年。而“禁养”倒逼着养殖户转产
转业，谋求持续发展的新出路。

“农家乐、来料加工⋯⋯”在政府
的引导扶持下，许多养殖户成功转产
转业，但也有迷茫停滞不敢尝试的。
50多岁的郑洪生和妻子，除了养猪，
没有其他技术。没种过大棚蔬菜，怎
么个栽法、温度多少合适、用肥要注
意什么等都不知道；小规模种植赚不
了钱，想大规模种植又缺资金；种好
了，卖给谁，怎么卖等问题都困扰着

郑洪生。即使行情不好，郑洪生还偷
偷地“藏”着几十头小猪继续养。

转产转业给像郑洪生一样年纪偏
大、没有技术的老养殖户带来了阵
痛。他们一来担心技术，二来缺资金，
三是担心销路。其实，说到底养殖户
对转产转业心里“没底”缺乏信心。

因此，政府部门除了在技术、资
金上给予帮助扶持外，还需要给农
户送“底气”，和当地的农业龙头企
业、农业大户、农民合作社销售“联
姻”、技术“嫁接”，让农民看到市场
前景，消除他们的顾虑 。

要帮助农民真正的转产转业，还
需要政府再“俯下身”来倾听农民的心
声，感受农民情绪的波动、观念上的碰
撞，消除他们的迷茫，并从思想上植入
时代鲜活的“基因”，才能催生农民创
新精神，才能彻底帮助农民转产转业。

为农民转产植入鲜活“基因”

治水拆违治水拆违大查访 

记者 包敦远 通讯员 徐平 蒋挺

本报讯“优优，别害怕，阿姨在
你身边保护着！童车两边有平衡轮
子，也很安全的。”

12 月 16 日中午，天台县某企业
党员许三红来到平桥镇花西村，陪
着8岁的蒋优优练习儿童单车。

优优左脚因后天残疾而两脚着
力不均匀，走起路来左右摇晃。小
姑娘的父母离异，家中房子倒塌，她
和奶奶只能住在叔叔家。每次看到
同龄孩子骑着漂亮的童车经过，优
优的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渴望。

不久前，天台县平桥镇残联上门
征集“微心愿”，奶奶把优优的祈盼告
诉了工作人员。许三红通过残疾人

“中途之家”平台了解到优优的情况
后，报名申领了优优的“微心愿”，利
用周末把一辆崭新的童车带到优优
家，帮优优实现了心愿。

今年初，本报佳友民情工作站
推出的“关注留守儿童——圆梦
2014”系列报道，刊发 50 余篇报道，
动员社会各界和爱心力量共同为全
省未成年人筹集了 400 余万元爱心
款，帮助了近2000名孩子。其中，第
一篇报道就关注了天台县南屏乡山
头郑村郑陈塍和郑晨寒兄妹俩的故
事，在杭州和台州许多爱心人士的
帮助下，兄妹俩完成了新年的愿望。

受此影响，天台县启动了一项
党员服务群众、机关服务基层的“微
服务”模式——“点亮微心愿·共筑
中国梦”四季主题活动。该活动结
合重要传统节日、纪念日以及特殊
时间节点，分为温暖季、希望季、清
凉季、关爱季四个阶段，一年四季持
续开展。

“困难群众提出‘微心愿’后，由
党员干部来当‘圆梦使者’。”天台县
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活动既
注重对党员群众的物质帮扶，又注
重精神慰藉；既体现组织关爱党员、
党员关爱党员、党员关爱群众，又带
动群众服务关爱群众。

孤寡老人想要一台电视机、贫寒
学子需要一张书桌和一盏台灯、残疾
人想要一台取暖器⋯⋯一个个“微心
愿”通过爱心传递，被及时圆梦。

在活动当中，该县主要领导带头
认领“微心愿”，示范带动全县机关、
农村、学校、医院、两新组织党员，认
领并完成第一季低保户、第二季留守
儿童的“微心愿”共 6300 余个，帮助
第三季村（社区）空巢（失能）老人和
第四季残疾人共计5600多人次。

天台县推“微服务”模式传递党组织温暖

你有心愿 我来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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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张毅） 湖州
市南浔区石淙镇羊河坝村的养猪大
户潘云章，在南浔银行 15 万元信用
贷款的支持下，成功跨过了技改升
级的资金门槛，建起了全套养育棚、
沼气池，以及处理粪渣的配套果园，
形成了一个立体化生态农场。

“这一切啊，多亏了南浔银行
‘家庭农场贷’的优惠措施。”潘云章
说。今年以来，南浔银行投身“五水

共治”，主动捐款107.5万元，组织公
益宣传活动，并先后投入信贷资金
1.5 亿元支持水环境基础建设、涉污
行 业 转 型 升 级 ，多 方 面 助 推“ 治
水”。截至目前，南浔银行贷款支持
水利企业和污水处理企业 5 家，贷
款余额2300万元；对接全区16个农
房集聚和农整项目以及 15 个美丽
乡村、魅力水乡示范点建设，共涉及
信贷资金2.1亿元。

湖州 南浔银行助力治水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李文芳 通
讯员 周建巨 蒲璇） 当看到路人跌
倒，不省人事，他们选择停下来，前
去施救。

当他们准备将路人搀扶起来，
一辆急速行驶的轿车径直撞上，两
名施救者双双倒地。一人头颅重
伤，做完开颅手术，仍处于危险期，
一人颅内出血，幸无大碍。

当看到见义勇为者流了血，还
因此承担高额的医药费，这座城市
开始自发汇集起爱的力量，让这个
寒冷的冬天，变得温暖人心。

他们是 21 岁的安吉小伙任代
晖和28岁的王刚。

12 月 7 日晚 8 时左右，任代晖
和姐夫王刚、姐姐任青风三人驾车
行经安吉通往杭州方向的立交桥下
坡时，在安吉车站立交桥处发现一
位约 50 多岁的中年男子倒在路中
央，旁边横倒着一辆破旧的电瓶车，
地上一摊血迹，身边一辆辆车子驶
过，无人理会。

3 人见状，当即靠边停车，任代
晖和姐夫王刚下车救人。两人赶到
老人身边，并挥手示意由北向南的
车辆小心行驶，注意避让。

就在两人准备搀扶老人时，一
辆轿车径直撞了上来。

突如其来的撞击导致电瓶车驾
驶人施某抢救无效死亡，而还未来
得及避让的任代晖、王刚双双倒地。

事故发生后，王刚和任代晖被
送往湖州九八医院接受治疗。任代
晖的病情不容乐观：颅骨碎裂、颅内
血管、脑髓破碎，医院给任代晖下了
病危通知书并实施了开颅手术，虽
已清除了部分积血和颅骨，但随时
需要进行二次开颅手术。

任代晖家境并不富裕，因母亲
脑溢血已花费十几万元，父亲辞职
在家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全家仅
靠他一人打零工贴补家用。

截至目前，任代晖及王刚两人已
花费医药费十几万元，而这仅仅是治
疗费的冰山一角，任代晖二次开颅以
及后续治疗的费用更为庞大。

一场因爱心而引起的事故，也
让更多的爱心汇集。当得知两名青
年因救人被撞伤后，无数市民纷纷
伸出援手，爱开始在全城涌动。

任青风所在的洁美科技公司工
会发动全厂职工募捐，累计筹集善
款达 13 万多元；王刚所在的柏腾光
电公司送来了 1 万元；湖州市总工
会送来慰问金 1 万元，安吉县总工
会送来慰问金 1 万元，递铺街道总
工会送来慰问金 1 万元⋯⋯此外，
还有无数的市民伸出援手。截至目
前，伤者家属账户上收到市民自发
捐款已超4万多元。

据了解，目前安吉县政府联席
会议已初步确认任代晖和王刚为见
义勇为者。

安吉两青年救人被撞 群众捐助爱暖寒冬

让见义勇为者不再孤单

（上接第一版）

撬动市场

一路向西，在龙岗镇通往清凉
峰镇的道路两侧，堆放着小山丘一
般的山核桃蒲。处理这种强碱性物
质，曾是让人头疼的难题。据测定，
加工出 2 万吨山核桃，意味着要脱
蒲近8万吨。

“我们从农户那里回收，加入催
化剂发酵两个月，山核桃蒲就变成
花肥，再出口到日本、以色列和阿联
酋。”虹越花卉公司负责人、顺溪村
村民方南昌介绍，60%的临安山核
桃蒲被他们加工再利用，每年出口
花肥6000吨。

“吃干榨尽一颗山核桃固然好，

但我们还想用它撬起全中国的坚果
市场。”临安坚果炒货食品城董事长
郑淳来说，临安山核桃产业占全国
市场份额的70%，优势明显；依托山
核桃延伸出的碧根果、扁桃仁、巴西
松子等的坚果炒货产业，约占全国
15%至20%的市场份额。

眼前，一座占地约90亩的“中国
坚果炒货食品城”已拔地而起。这里
不仅有为电商量身定做的办公用房、
供炒货加工企业入驻展示的实体店，
还能为周边炒货厂家提供冷藏、仓
贮、配送等服务。郑淳来说：“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依托‘坚果城’，我们也
能做出‘山核桃’指数，为全国大宗山
核桃交易提供风向标。”

一颗小小山核桃，展示出临安
人的雄心。

督查聚焦⑧

群众踊跃认领民间公益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