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8 特别报道 2024年2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吴向正

本报社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问询电话：87688768、87682114 职业道德监督投诉电话：87654321 邮编：315042 电子信箱：nbdaily@163.com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999弄研发园B区1幢8楼 电话：87298700
广告部：87682193 发行投递服务电话：87688768（请根据语音提示拨分机键）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定价每月35元 零售每份1.50元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87685550 昨日本报开印1时36分 印毕5时33分

慈
善
组
织
蓬
勃
发
展

慈
善
组
织
蓬
勃
发
展

特
色
项
目
不
断
涌
现

特
色
项
目
不
断
涌
现

我
市
成
功
构
建
多
元
化
慈
善
生
态
体
系

我
市
成
功
构
建
多
元
化
慈
善
生
态
体
系

近日宁波市慈善总会 （宁
波市慈善联合会） 公布了 2023
年度宁波慈善组织“成绩单”。
2023 年，宁波市慈善总会(宁波
市慈善联合会)新增慈善组织会
员单位 44 家，慈善组织会员单
位达到135家。全市慈善组织接
收捐赠开票金额 18.88亿元，接
收股权捐赠市值 19.3 亿元，全
年 公 益 慈 善 事 业 支 出 21.4 亿
元，受益人数162.9万人次。

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慈
善事业的推进离不开体制机构
的 建 设 、 法 律 制 度 的 保 障 。
2018 年，市慈善总会增挂市慈
善联合会的牌子，增加行业联
合会职能，率先在全省完成了
设区市慈善总会的转型升级。
多年来，联合会积极发挥行业
组 织 作 用 ， 履 行 慈 善 行 业 调
研、制订行业规范、加强行业
自律、促进行业交流、培养慈
善 人 才 、 弘 扬 慈 善 文 化 等 职
责，成功构建多元化慈善生态
体系，有力推动我市慈善事业
整体发展。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
重视慈善工作和慈善事业的发
展，我市坚持党委领导、行业
协作、公众参与的“大慈善”
理念，在民生保障上下功夫，
从“输血式”救助转变为“造
血式”帮扶，以帮助困难对象
融入新生活、新发展，减少救
助依赖为方向，推动“兜底民
生”向“品质民生”转变，在
助困、助老、助医以及慈善资
金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同时，也涌现出
慈善产业帮扶基地项目、久久

“乐活”计划、“爱在江北”“高
山巡回医疗项目”“情暖手足”

“美好家园”等众多优势品牌。

撰文 吴向正 李哲 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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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爱心企业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慈溪育才中学

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金额
（万元）

22547.19

14312.52

4880

2000
1743.11
1273

1263.28

962.33

947.37

810.8

收款单位

宁波市虞仁荣教育基金会

慈溪市慈善总会等单位
宁波市慈善总会、海曙区慈
善总会等单位
鄞州区慈善总会
宁波太平鸟公益基金会
慈溪市慈善总会等单位
慈溪市慈善总会、慈溪市红
十字会等单位

鄞州区慈善总会

北仑区慈善总会、浙江海天
慈善基金会
宁海县慈善总会、宁海县人
民教育基金会等单位

企业捐赠爱心榜

信息来源：宁波市慈善总会（宁波市慈善联合会）会员单位接收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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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建东
任夏
胡柏山
胡耀之
隐名爱心人士
顺其自然
谢国锋
陈之晶
戴珊媛
俞成功
张静章
郭云峰
高泽勇
周芳龙

金额（万元）
300
220
200

156.24
140
108
105
100
100
100
100

99.99
90
90

收款单位
镇海区富的教育基金会
宁波市善园公益基金会
慈溪馨贝教育基金会
象山县大旸公益慈善基金会
宁波市慈善总会
宁波市慈善总会
余姚市慈善总会黄家埠分会
奉化区慈善总会
奉化区慈善总会
奉化区慈善总会
浙江海天慈善基金会
宁海县慈善总会深甽镇慈善分会
宁波市善园公益基金会
慈溪市慈善总会

个人捐赠爱心榜

信息来源：宁波市慈善总会（宁波市慈善联合会）会员单位接收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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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踊跃参
与 “ 慈 善 一 日
捐”。（市慈善总
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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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改 善 困 难 家 庭 的 居 住 环

境，鼓励他们重拾信心、重新融
入社会，我市慈善组织逐步推出
居家环境改造项目。

2021 年，象山县大旸公益慈
善基金会发起 《大旸·暖暖的新
家》 居家环境改造项目。“我们根
据不同家庭的需求，招募专业装修
人员进行上门评估、改造。”大旸公
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张雪亚说，有
几户人家至今令她印象深刻。

一位 40 岁的退役军人，年迈
的父母患有重病，自己又因糖尿
病无法工作，且儿子初中在读，家
里仅靠妻子务工和低保维持基本
生活，多重压力下，他对生活失去
了信心。当项目组人员第一次上门
走访、查看房屋情况时，他曾心灰
意冷地表示，自己腿脚不好，干不

了活，只能每天在床上躺着。
“后来，随着我们入户的次数

增 多 ， 他 与 我 们 建 立 了 信 任 关
系，会时不时地下床活动一下，
并主动提出帮助工作人员做点事
儿，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张
雪亚说，“通过项目受益的家庭，
改变的不仅是居住环境，也包含
了慈善义工在一次次上门沟通、
服务过程中，给困难家庭带去的
精神慰藉和社会支持。项目完成
后，我们也会通过回访、节日慰
问等方式叮嘱他们要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积极面对生活。”
环境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整洁有序的居家生活有助
于 困 难 家 庭 积 极 面 对 生 活 的 挫
折，帮助他们重拾信心、融入社
会。从去年开始，宁海县慈善总
会也推出居家环境改造的“兴华
善居”项目。据悉，该项目通过
政 府 牵 头 、 社 会 参 与 、 邻 里 帮
衬”的帮扶模式，对居住环境较
差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家
庭、低保边缘家庭，以满足困难
家庭基本生活需求为导向，为他

们打造安全、宜居、洁净、便利
的生活场景，着重对居住空间及
其使用功能进行基础改造。

据宁海县慈善总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项目前期工作小组对各
乡镇 （街道） 上报的困难家庭开
展 逐 户 走 访 、 勘 察 、 筛 选 等 工
作，从中找到符合改造条件的家
庭，并根据改造需求，制定个性
化的方案。据悉，“兴华善居”项
目作为一项提升困难家庭生活水
平的民生工程，2023 年已在宁海
县的 18 个乡镇(街道)排摸出 142
户改造候选家庭，完成 42 户家庭
居住环境的改造，投入项目资金
共计 63 万元，进行绩效评估，实
际改造市值可达 100 余万元，极
大改善了困难户的居住环境，进
一步兜住民生保障网。

助困助困

从“家”开始，重新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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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宁波本地患重病、大

病、急病的困境人群提供免费的
求助信息发布、筹款服务，同时
为求助者提供各类咨询、协调等
帮助，2018 年，宁波市慈善总会

（宁波市慈善联合会） 推出“甬
泉”医疗救助项目。“我们通过

‘专家评估+个案帮扶’的方式，
为 深 陷 困 境 的 患 者 开 通 医 疗 众
筹，缓解重大病贫困患者的经济
压力，尽力消除因病致贫和因病
返贫现象。”项目负责人说。

“甬泉”医疗救助项目组编写
了 《医疗求助指南 （试行本）》，
对现有的各类爱心资源进行了系
统整理。指南对宁波医保政策、
医疗救助、就诊挂号信息等进行
了汇总；对全国范围内针对特定
病种的经济救助、药品援助等进
行了广泛收集和整理；介绍了宁
波慈善医疗联合众筹网络及“发

起个人求助须知”等信息。通过
这本指南，市民可以快捷地找到
所需的救助信息，也为工作人员
和各级社工指导困难群体求助打
下基础。

“甬泉”项目还运用“慈善+
社工”的理念，探索医疗救助与
慈善事业的衔接机制，开展多层
次、发展型的慈善医疗服务。经
过多年实务经验的积累，项目组
社工发现患者背后的困境还叠加
了家庭和社会因素，发现单纯的
经济救助一时无法解决问题，为
此开展一系列关爱行动，链接多
方资源，探索多种路径下的个案

帮扶方式。
与疾病抗争 21 年后，患再生

障碍性贫血的奉化小伙汪洋去年
病 情 恶 化 ， 急 需 造 血 干 细 胞 移
植。在得知治疗费用经医保等报
销后个人仍需负担 10 万余元后，
汪洋一家陷入了困境。接到求助
信息后，“甬泉”医疗救助项目组
适 时 介 入 ， 项 目 组 社 工 多 次 入
户，通过访谈等方式，评估患者
身 心 状 况 及 家 庭 支 持 情 况 ； 同
时，在征得患者本人同意后，多
次走访医院，与医护人员沟通病
情、治疗方案及费用；最后经过
综合评估，与汪家共同制定了个

性化服务方案，缓解了小汪的经
济压力。

2023 年 8 月，北仑区慈善总
会发起“雨润”慈善医疗服务项
目，以“慈善项目化”的形式发
挥慈善社工的专业力量。该项目
链 接 北 仑 区 人 民 医 院 妇 产 科 资
源，医社联动成立“优生健康产
前适应性小组”，引导北仑区的孕
产妇及其所在家庭成为“成长型
思 维 ” 父 母 ， 协 助 他 们 适 应 角
色、提高胜任力。同时，项目组
社工还在小组中科普家庭基础医
学常识，提高家庭照顾能力，调
整和改善家庭关系等。

“项目将个人和家庭的患病风
险前置，切实做到有效地疾病预
防，避免更多人走上救助之路。”
北仑区慈善总会负责人说，“相对
于事后托举救助，我们更需要关
注疾病的提前预防。”

助助医医

从托举到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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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

然趋势，也是我国今后较长一个
时期的基本国情。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
事业和养老产业至关重要。

2022 年 3 月，宁波市扬帆久久
慈善基金会启动了孵化老年组织、
促进积极养老的久久“乐活”计划。
项目以慈善为主导，怀着“老有所
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美好愿
望，通过为老年社会团体及其项目
赋能的方式，充分挖掘、发挥宁波
本土老人的价值。

扬帆久久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宋洁说，在我们以往的观念里，
老年人往往是弱势的、需要被关
注和服务的对象，现在我们通过
资金支持、培训赋能等方式，鼓

励一部分有意愿的、低龄的、健
康的老人参加培训、掌握技能，
组建成“老有所乐”的老年团队。

久久“乐活”计划不仅让参
加 活 动 的 老 人 转 变 了 养 老 的 观
念 ， 也 激 发 了 他 们 参 与 慈 善 活
动、服务他人的愿望。很多老人
在自己完成心理建设，内心变得
有 力 量 后 ， 又 主 动 成 为 慈 善 义
工，完成了从“被服务对象”到

“服务他人的义工”的身份转变，
使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压力逐渐

转化为可持续养老的动力。
69 岁的管桂华是久久“乐活”

计划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乐活帮帮队的一名资深义工。让很
多人想不到的是——管桂华曾是
一名肝移植 18 年的患者，加入“乐
活”计划后，作为骨干身兼数职，他
重启了新的人生：管理着 270 余人
的“惠利移友俱乐部”，向肝移植患
友分享术前、术后护理、生活经验，
避免他们走弯路。他是李惠利医院
肝胆胰外科病房探访的带教组长，

充分发挥自身经验优势，为患者提
供心理抚慰等一系列义工服务。他
还是马拉松运动的爱好者、器官捐
献的协调员。前不久，管桂华参与
组织了 2023 年惠利肝友会，接待
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多位肝病患
者，与他们分享生活经验。管桂华
说，肝移植让他活了过来，而“乐
活”让他活得更有价值。

“乐活，让我的生命更有价
值。”天封塔书画院老师吕启豪也
有同感，长期活跃在社区养老中
心的他，不仅为居家养老的老人
们带去公益书画课，也为社区书
画爱好者提供一个免费的学习交
流平台。同时，吕启豪还经常参
与、组织书画慈善义卖活动，将
善款用于慈善项目。

助老助老
激发潜能，倡导积极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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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慈善资源是慈善事业持

续发展的基石，也是基层社会治
理有效推进的活力源泉。为更好
地提高社区治理质量、构建有序
的社区秩序，近年来，我市积极
引导慈善资金支持、参与社区治
理。

2021 年，在雅戈尔集团的资
助下，市慈善总会发起了“美好
家园”慈善项目。首批慈善项目
主要面向海曙区、余姚市征集，
建立美好家园基层服务站。

项目从社区实际出发，协同
社区力量、聚焦社会问题，形成

“立足于一个村 （社区），为一个
特定人群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
运营模式。同时，项目依托美好
家园微网站，完成评议、立项、
资金披露等全流程，自觉接受公
众监督，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居民
参与社区自治的作用。

海曙区石碶街道东方苑小区
竣工于 2002 年，小区配套设施相
对陈旧，居民要求整改的呼声强
烈。尤其是小区中心公园的“邻
里长廊”成了众多居民心中的痛
——由于风吹日晒、年久失修，

建筑整体破旧不堪，为过往居民
增加了安全隐患。

在获悉美好家园慈善项目可
以提供支持，解决社区当下最迫
切的问题后，小区自治站广泛动
员居民参与“爱心捐步得慈善资
金活动”。短短 20 余天，活动吸
引 700 余名居民加入，累计筹得
步数 13 亿步，成功入选第一批立
项的“美好家园”慈善项目，获
得立项资金 18.7 万元。

项目前期，通过线上问卷调
查、投票等方式开展调研、挖掘
需求；同时组织居民开展增能培
训 ， 前 往 先 进 小 区 学 习 经 验 做
法；在最后的施工阶段大家也丝
毫不马虎，盯好每一个细节。

“住在自己双手打造出来的
环境中，我感觉特别骄傲，也会格
外珍惜。”居民张师傅高兴地说。

东方苑小区“邻里长廊”改

建只是美好家园慈善项目助推社
区治理的其中一个案例。

截至 2023 年 12 月，“美好家
园”慈善项目成功落地 25 个，主
要 服 务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 为 老 服
务、社区基层建设、青少年服务
及乡村振兴五大领域，项目投入
资金 500 余万元，已开展各类助
老扶幼活动 820 余场，总受益人
数达 8 万余人次。

“随着美好家园基层服务站的
落地，每个站点所在的村社都设
立了慈善基金。”宁波市慈善总会

（宁波市慈善联合会） 负责人介
绍，村社基金是实现项目自我造
血、社区资源内循环和民众个性
化需求满足的重要载体，通过美
好家园微网站线上或线下筹集资
金，便于项目资源的积累、需求
的 挖 掘 和 公 众 监 督 等 工 作 的 开
展，最大限度地发挥居民参与自

治的效能，建立社区互助体系，
提升居民的参与感、互动感，增
强社区凝聚力。

回首过去，我市慈善事业蓬
勃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展
望未来，面临新形势新要求，我
市慈善工作任重道远。市慈善总
会相关负责人说，公信力是慈善
组织发展的命脉，只有在实践
工 作 中 规 范 运 作 、 阳 关 透 明 ，
才 能 不 断 推 动 慈 善 事 业 的 发
展。《宁波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

（修订）》 已被列入 2024 年市人
大常委会立法审议项目。此次
条例的修订，将为我市慈善事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法
治保障，更好地引导支持有意
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
个人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同时
有 利 于 聚 焦 健 全 慈 善 工 作 机
制、强化政策供给，提升慈善
事业能级、扩大规模体量，强
化慈善行业监管、创新慈善发
展业态，构建“慈善+”融合发
展模式，推动慈善事业在第三次
分配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基层治基层治理理
聚焦村、社区，解决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