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8月1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刘伟 版式：戚建卫 联系电话：0571-85311259 邮箱：lmb0808@8531.cn

2024年8月1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刘伟 版式：戚建卫 联系电话：0571-85311259 邮箱：lmb0808@8531.cn4 深读

吕鑫

近几年来，我一直关注宁波慈善工作的
发展，也和当地政府部门、慈善组织多次合
作，在慈善立法、项目试点等方面做一些推
动。可以说，宁波慈善这几年，发展是迅速
的，成效是显著的：慈善组织增长数、慈善捐
赠金额、慈善信托新增规模、慈善人才培养
等指标均居全省前列，且发展势头很足。

宁波慈善工作发展得益于几个方面：
一是重制度机制建设，《宁波慈善事业促进
条例》是全国第二部、浙江省第一部慈善地
方性法规，新《慈善法》出台后，又全国率先
启动地方条例修订，目前也已通过宁波市
人大常委会一审。各类大规划、小制度也
颇具体系化，全方位保障慈善工作顺利推
进。另外，市级、区级都建立了慈善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这在全国也不多见。

二是注重慈善创新，无论是大力发展各
类型慈善信托、创设慈善空间还是打造各类

“慈善+”品牌项目，宁波慈善一直在紧跟时
代潮流，探索如何将慈善的价值和老百姓的
需求有效结合，最后落脚在助力共同富裕上。

三是注重“人人慈善”，这一方面是源
远流长的地方慈善文化滋养，一方面也得
益于政府和行业组织的积极营造，“宁波帮
帮宁波”“顺其自然”等无疑是爱心奉献的
标杆，激励老百姓崇德向善，像慈善文化风
景 线 、开 展 City
Walk 打卡，也是引
导 老 百 姓 了 解 慈
善、参与慈善、促进
慈善的好做法。

（作者系浙江工
业大学社会科学研
究院兼法学院院长）

合力共建爱心之城

走进宁波慈善商店，琳琅满目的爱心商品可自主出价
购买，爱无“上限”；在宁波市鄞州区“鹂西走廊”，一条 2.3
公里长的“铁路线”一步一景，每走一步，都是众筹铸造的浓
郁爱心；在海曙区万安社区，一群平均年龄超70岁的“老闺
蜜”，亲手为你炮制“爱的咖啡”，一杯9.9元，捐助公益⋯⋯

今夏，沿着宁波慈善文化风景“1 号线”打卡，感受爱心
汩汩流淌，滋润心田，成为甬城新时尚。6 月，作为首条慈
善地标 City Walk 线路，宁波慈善“1 号线”正式上线。“1
号线”包括线上线下两部分，其中线下由甬城 15 个最具代
表性的慈善点位组成，包含北仑区红联社区“阿拉的家”、鄞
州区鹂西走廊、海曙区万安社区老闺蜜咖啡馆等，线上则是
包含50个慈善地标的“扩展版”打卡地图。

宁波作为全国“GDP 万亿城市”一员，近年来“爱心
GDP”（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一路走高——近两年慈善
组织增量均居全省第一；去年新增慈善信托规模居全省第
一；“人人慈善标杆区”“善行浙江”金名片全省试点市；出台
全省首部慈善地方性法规；连续五次荣登城市爱心 GDP

“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百强榜”⋯⋯
亮眼的“报表”之下，宁波慈善“1 号线”一推出便备受

关注，它投射了宁波的爱心“经验值”，也带着全省深化探路
慈善事业的新期许，解剖“麻雀”，更扣问一座城市可以抵达
的向善高度和路径。

宁波发布慈善文化风景“1号线”，线上线下带你触摸爱——

打卡慈善地标，看甬城“爱心GDP”
本报记者 陈 醉 实习生 童钰婷 通讯员 朱玲芳 李 哲

渴了能喝到凉茶，累了能歇歇脚，可以
免费测量血压，烈日当头还能获得消暑药
品⋯⋯宁波慈善“1 号线”上的打卡点位“霞
浦街道慈善街区”，不过500米长，却是当地
人气最旺、也最有爱的一条街。

三伏天，气温频频“飙车”，一轮到环卫
工李秀云打扫卫生，他就喜欢去这条街上
的“友谊大药房”去喝一杯凉茶。“早上 6 时
许，这里就为我们提供免费茶水，有时干活
累了，我就到这里来休息。”他指了指店门
口挂着的“爱心慈善商户”说。

像这样的“爱心牌”商家，街区里就有
68家，这些店家以自己所能，为老百姓提供
日常公益服务。

“前后左右的商户都在‘日行一善’，我
也不能落后！”“友谊大药房”店主葛光友的
话，道出了宁波这个“慈善街区”蓬勃发展
的底层逻辑。

“有些人觉得做慈善离自己很遥远，有
些人觉得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做善事，而我
们用‘慈善一条街’把大家的资源和善心给
整合起来，让慈善成为街区的生活常态，通
过润物细无声的培育，促使其不断地生长、
转化、循环。”新浦社区党委书记张盛静
说。好比“慈善一日捐”，不在于大家捐了
多少钱，而在于通过相互影响，让更多人参
与到慈善事业中。

爱心慈善“雪球”可以滚多大？在这条街
区中段的新浦菜场，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

走进菜场，“爱心牌”随处可见，爱心经营
户每日提供部分新鲜、实惠的平价菜，供新浦
辖区内80岁以上老人购买，每月捐赠部分免
费爱心菜，送到困难家庭及孤寡老人家中。

在菜场一侧还有一个“爱心慈善屋”，
墙面上标着一连串数字：010、365、520、
616、715、818 等等。每个数字，都是一个

爱 心 密 码 ，蕴 含 了 一 个 爱 心 服 务 项 目 。
“010”是“拎一拎”服务，由“AI 阿姨服务
团”帮高龄老人把菜拎回家；“715”的意思
是“沏一壶”服务，寓意是无论寒冬、酷暑，
慈善小屋内永远沏着一壶“暖心”茶⋯⋯这
个一眼就能望到边的小菜场，却有着 10 多
项志愿服务项目，令人啧啧称奇。

在新浦爱心菜场正门入口处，高悬着
“最美经营户”“善行义举榜”“爱心慈善令”
三个榜单：8 月 11 日，爱心经营户 B-20 参
与715（沏一壶服务）；新浦菜场工作人员为
盲 人 带 路 ；43 户 经 营 户 参 与“ 慈 善 一 日
捐”⋯⋯这里发生的暖心故事和爱心接力
都被一一亮相褒奖，形成正向的驱动力。

一个“霞浦慈善街区”是宁波打造“人
人慈善标杆区”最鲜活的样本。

“为探路推动‘人人慈善’的体制机制
建设，宁波出台《宁波市建设“人人慈善标
杆区”行动方案（2022-2025 年）》，其中，首
要抓手就是畅通‘人人慈善’参与渠道。”宁
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骏跃说。

比如，宁波针对不同人群分类施策，为
高净值人群和社会公众定制“甬善行动”方
案，启动慈善信托专项改革，引导企业家、
高净值人群设立慈善信托。今年上半年，
宁波新增慈善信托 15 单，新增备案财产规
模 8452.07 万元，位居全国第三。上半年全
国前五大慈善信托中，宁波就占据两席。

对于普通市民，宁波鼓励大家到慈善
总会设立小微慈善基金，捐赠人点点手机，
就能完成捐赠和设立，下限为每年 365 元。
目前，宁波已有小微慈善基金 165 个，共筹
集善款 126 万余元。宁波动员全民参与的

“慈善一日捐”活动，25年来，全市各级慈善
总会“一日捐”募集善款 34.5 亿元，真正实
现广泛的“人人参与，聚沙成塔”。

感受“一条街”的爱心

专家观点

宁波慈善文化风景
“1号线”线上打卡地图

2024年“628社会组织党员公益日”活动中，宁波市民查看困难群体微心愿卡片。

宁波市民积极参与
义工活动。

宁波市民积极参与
义工活动。

8 月 6 日，万
安 社 区“ 老 闺 蜜

咖啡馆”志愿者卢秀兰
教社区小朋友制作咖啡。

拍友 全喆旻 摄

在宁波慈善“1 号线”的 15 个点位中，一
个名字特别抢眼——“老闺蜜咖啡馆”。

“老闺蜜咖啡馆”位于海曙区南门街道
万安社区小道旁。推门而入，室内弥漫着浓
郁的咖啡香。咖啡台前，白发苍苍的咖啡师
一眼吸睛，她们娴熟地磨着豆子、打着奶泡，
最后还来了个漂亮的拉花。

“打奶泡最有意思，一手拿杯子，一手拿蒸
汽棒，让蒸汽棒与牛奶面垂直，当听到‘滋滋’声，
就要开始慢慢关蒸汽。”75岁的龚浓娣最爱“炫
技”，她边说边用手在空中比划，满脸笑容。谁
会想到，几个月前，她还是一个“咖啡盲”。

“老闺蜜咖啡馆”原来是万安社区的城市书
房，几经讨论，社区决定将书房升级为“书咖”。

去年10月，社区的第一份咖啡馆店员征
集令发出，让工作人员意想不到的是，报名
者中 90%是老年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接触过
咖啡制作。“这让我们看到了‘银发一族’发挥
余热的需求有多迫切！”万安社区党委书记徐
剑英对此深有感触。万安社区是典型的老
小区，5100 多名常驻人口中，60 岁以上的
占了四分之一，如何让老年群众在社区发挥
积极作用，获得认同感、归属感、满足感，一
直是社区治理中探索的课题。这跟宁波扬

帆久久慈善基金会久久“乐活”慈善计划，不
谋而合。

在基金会的资助下，万安社区很快就推
出了“乐活老闺蜜公益咖啡”项目，21 位“老
闺蜜”培训上岗，平均年龄70岁。

“9.9元，喝一杯咖啡，做一次公益。”每每送
上咖啡，龚浓娣总不忘解说一句。社区专门成
立了“万安共富基金”，咖啡馆的每一笔营收都
通过宁波市慈善总会二维码，打入基金账户，用
于支持社区建设和咖啡馆的基本成本支出。

从今年 3 月 16 日开业至今，“万安共富

基金”已累计进账近两万元。让徐剑英感触
更深的是，因此带来的“社区慈善撬动基层
治理”的化学反应。

与“老闺蜜咖啡馆”相隔几十米远的地
方，是另一个社区慈善项目——“共享农
场”。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脏乱差的卫
生死角，如今已是68块长满瓜果蔬菜的社区
菜园。“‘书咖’变样了，社区居民的热情也被
调动起来。不久前，这片由社保卡所属银行
资助筹建的菜园‘招聘’68位‘农场主’，结果
引来200多名居民竞争。”徐剑英对当时的热
烈场景仍记忆犹新。

“新时代的公益，不是单一向度的‘热心
肠’，而是需要与基层治理紧密连接，直面复
杂问题、寻找深层原因、做出切实判断、开展
持续行动。”徐剑英这样理解。

近 3 年，万安社区根据居民的“需求清
单”，通过“政府投入+企业合作+社会参与+

居民捐款”的社区慈善项目就有 12 个，吸纳
600余名居民参与其中。

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的一
大亮点就是明确提出“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设立社区慈善组织，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
建设，发展社区慈善事业”，这意味着，慈善
实践的场域开始聚焦社区。

其实，宁波探路启动得更早。3 年前，宁
波市慈善总会和爱心企业共同发起了“美好
家园”慈善项目，规划建设美好家园基层服
务站，每个站点所在的村社都设立了慈善基
金，至今已使用资金 700 余万元，主要用在
1000多场的助老扶幼活动上。

不难发现，从最初的社区活动到今天
“老闺蜜咖啡馆”这样自我造血的项目，宁波
实践正在迭代升级，延伸到社区居民内生动
力激发与自我发展上。

触摸触摸““一杯咖啡一杯咖啡””的温度的温度

爱心企业向宁海山
区老人赠送老花镜。

在宁波北仑区峰南社区，宁波慈善“1 号线”上的“省字
号”项目——全省首家农村社区集聚式养老标准化试点，正
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夏日清晨，初升的阳光洒在峰南社区成排的楼房上，如
同屋内一张张笑脸那般热烈。

峰南社区由 7 个整体拆迁村组建而成，常住人口 1500
余人，其中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了 94%。几年前，政府
投建 808 套村居，试点建成这个“聚居式”的养老社区，如
今，这里住着1400多位老人。

“老朋友、老邻居聊天作伴，相互照应，日子过得一年比
一年好！”今年71岁的梅祥根谈起这里的生活，总有说不完
的“幸福话”。

这会儿，梅祥根刚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结束 1 小时
的乒乓球晨练。不远处，“老伙计”还在老年门球场上挥
杆。去年底，郭巨街道 6 家企业捐资 97 万元建成 3 个老年
活动设施，活动中心和老年门球场都是其中之一。回去路
上，路过宁波汇得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捐建的“每天一壶
水”公益开水房，梅祥根轻车熟路地灌满一个热水瓶，拎着
走，一边告诉记者接下来的安排：“一会再到‘烽火爱心广
场’里乘个凉，中午去‘知新健康小屋’量个血压⋯⋯”

细细观察“梅祥根”们的惬意生活，小到理发、检查更换
煤气阀门，大到整个社区的硬件设施建设，背后的支撑力量
都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总计26个慈善项目稳稳托举起这
个农村养老社区。

在宁波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
周忠贤看来，这一实践带来更深层
的意义是在“慈善共建”这一新命
题上，宁波率先破题。

2023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通过、并将于今年 9 月 5
日起施行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新增 1 章 21 条，修改了 47
条，剑指“建立协调机制”，回应慈善合
力的现实需求。像宁波，去年新增慈善信
托规模 1.76 亿元，慈善组织接收捐赠开票金
额 18.88 亿元，全市登记的慈善组织就有 213 个，
可以说，“肌肉”很足，爱心“一呼百应”，如何构建协同机
制打出最强“合力拳”，正是改革深化的关键。

“一方面，宁波近三年接连出台近10个文件，在顶层设
计上铺路，鼓励培育多元化慈善主体。另一方面，宁波创新
推出宁波市甬尚慈善社工服务中心，其关键职能便是通过
慈善的资源整合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提升慈善资金
的使用效益。同时推动各地慈善总会发挥枢纽作用，联动
更多的慈善力量，进行慈善项目的策划和协同推进，构建起
多元化共建的慈善生态模式。”周忠贤说。

像峰南社区，还有另一个“身份”——“基层公益慈善协
同基地建设行动计划”试点。

根据北仑区探索出台的《关于加强基层公益慈善协同
基地建设的实施意见》，由北仑区慈善总会为峰南社区制定
慈善共建方案、设计项目、对接外部社会组织。峰南社区因
此推出了“社区合伙人”计划，与多家爱心单位和团队签订
共建共享协议，链接服务资源，引入企业捐助资金，转化成
这26个精准的公益项目。

宁波探路“慈善共建”的方向在于，一种有效汇集或引
导多方资源参与的慈善行动，其聚焦的是社会议题的长效
解决机制，开展系统行动、共创可持续的社会价值。

一项数据或可管中窥豹。近 3 年宁波全市接收捐赠
（含物资折价）66.9 亿元，救助总支出近 52 亿元，累计帮扶
590万人（次），涌现了“暖暖新家”“甬泉医疗”等慈善项目。

看见“一个社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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