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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
的”，宁波爱心城市美誉、甬城之爱
品牌的取得，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
是几起引起轰动效应的爱心救助事
件就能铸就。无论是作为个体的市
民，还是作为整体的城市，爱心“基
因”从孕育、成形到常态，直至永恒，
离不开历史的传承与现实的引领。

从历史传承来看，闻名遐迩的
近现代宁波帮商人，素有“急公好
义”的传统。作为近代宁波帮“开山
鼻祖”的严信厚父子就乐善好施，热
衷于赈济各省水灾及其他公益事
业；现代宁波帮巨擘捐巨资助学、办
慈善的义举更是数不胜数。而在宁
波民间，民众之间互相帮助也早已
蔚然成风，慈善事业长盛不衰。因
捐赠而保全的天一阁、因“爱心众
筹”而重建的灵桥、因“天使投资”拆
建的中山公园，无不体现了这种深
厚的传承。

这些善行义举，与如今倡导的
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无相通之处。

在留住历史根脉、传承传统美
德的基础上，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各
种形式进行现实引领，如余姚的“道
德银行”、北仑的《见义勇为奖励和
保护办法》等做法，对于激励、引导
市民与社会团体凝聚起向上向善的
正能量、共铸永恒之爱，也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长年以来，相关部门
通过多种形式，不遗余力、源源不断
地为市民的爱心服务提供制度与组
织保障，让爱延绵不绝。

更为难得的是，相关部门的这
些制度与做法，陆续以地方性法规
的形式得到了强化与巩固。如
2011年通过的《宁波市志愿服务条
例》和今年通过的《宁波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等，就充分体现了让“好
人有好报”的立法意图。如《宁波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三章：公民参
加慈善公益活动表现突出的，由市
和区县（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
励；其本人或者家庭生活遇到困难
的，慈善组织在开展慈善活动时，应
当优先给予帮助；市住房与城乡建
设、城市管理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利用市内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和
设施建立爱心公园、荣誉墙等，作为
道德荣誉发布、展示和道德宣传教
育活动基地，并可以通过树碑刻名
等形式，表彰和纪念慈善公益人士、
见义勇为人员、遗体或者人体组织
器官捐献者等文明行为模范人物。

这些承前启后且颇具可操作性
的立法规定，为引领市民延续爱心、
共铸永恒之爱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
障。

胡晓新

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孙善根教授，主要研究领
域为宁波地方史、中国慈善史。他认为，慈善事业（宁
波人俗称做好事）在宁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正是
这绵延不绝的慈善传统，成为当代宁波慈善事业得以
快速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铸就当代宁波这座爱心城
市和造就大批享誉中外的宁波籍慈善家群体的重要
基石。

宁波地处东南沿海，港通天下，经济繁荣，到明清
已跻身全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行列。当然，宁波慈善
事业的发达也与宁波人的慈善理念密不可分。据不
完全统计，民国初年的宁波，慈善团体达到437个，遍
布当时宁波城乡各地，居省内领先地位。

慈善事业的社会参与度也相当高，支持慈善事业
的，有许多是富甲一方的巨商大贾，但更多的是一般
的中小商人乃至普通百姓。很多捐款者的生活并不
是太富裕，他们甚至可能把零用钱也捐出来了。

此外，宁波的慈善家以群体出现，特别是既有经
济实力又具公益意识的宁波商人，成为推动近代宁波
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出资委托家乡公正
绅商进行公益活动，是旅外宁波商人参与家乡公益事
业的一种重要方式。

这一社会责任群体的“养成”，显然是地方之幸，
社会之幸，是铸就“爱心城市”的渊源，也是现代慈善
事业的根本。

每一年，甬城都会涌现大量好人善事，他们惊动
全城，甚至感动全国。好人奉献的背后，却往往是对自
己的“照顾不周”。民间常称，“好人有好报”，甬城市民
大多对此坚信。他们不畏付出，不求回报，而宁波这座
城市的温暖和细腻，也不仅限于对他们的关注与认可。

2017年8月30日，“爱心城市”又一次迸发出爱
的力量。舍己救人的宁波工程学院学生王波，经本报
连续报道后感动着宁波这座城市。当天，共青团宁波
市委通过“亲青筹”平台立项，向全社会发起“帮英雄
的弟弟上学”的呼吁，动员各界爱心人士为王波的弟
弟王昊筹集从初中到高中的学习、生活费用。一小时
不到，6万元的捐款便募集到位，959位爱心人士献出
自己的爱心。

这一幕，似曾相识。2014年年初，优秀志愿者朱
治平因病突然去世，一天时间引得50万人关注。朱治
平一家经营着一个小小的早餐铺，生活清苦却总挤时
间参与公益活动。家中“顶梁柱”突然离世，身后留下
了妻儿。宁波爱心人士慷慨解囊，不仅为这对母子提
供了生活保障，还为朱治平的孩子解决了入学问题。
一名平凡的志愿者走了，但他受到了整个城市的礼遇。

城市日新月异，但朴实的为人之道——“好人有
好报”，一直为普通百姓所信守。他们尽己所能所做
的一桩桩一件件好事，都无数次强化了这种信念。

志愿者是宁波“爱心城市”的闪亮名片。在这个队伍里，
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还有天真烂漫的孩
童。当“孩子”长大成人，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参与志愿者活
动，这样的组织叫“亲子”志愿者俱乐部。生命不息，这张名片
也会永葆活力。

从1994年开始，宁波的志愿服务事业一步步走向深
入。2003年，《宁波市青年志愿服务条例》正式实施；2011
年，宁波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宁波市志愿服务条例》……
宁波是全国地市级城市中，第一个进行志愿服务立法的。
据悉，截至目前，全市注册志愿者总数已达100万人，其中
宁波We志愿服务平台上注册志愿者72.8万人。

今年8月，刚刚加入志愿者队伍的小徐发现，在宁波，
成为志愿者是要“签合同”的，“合同”中的内容极为细致，
包括服务内容、时间和地点，参加志愿服务的条件和志愿
者的培训。“有交通补贴，服务时间若有三四个小时了，还
会提供餐补。”小徐说，服务过程中还有相应的保险，真是
超级“体贴”。

据了解，2015年11月，宁波市针对志愿者服务设立了
基金会，财政投入资金1500万元设立资金池，主要用于项
目对接、团队扶持和志愿者基本保障。

在宁波北仑，年轻而又“资深”的红领之家志愿者王伟
红，将自己参与服务的时间兑换成积分，并用积分换了一
张体检卡，送给无条件支持自己参与志愿活动的婆婆。婆
婆享受着这份福利，自豪感爆棚，逢人便夸自家孩子是一
名优秀的志愿者。积分还能兑换成演唱会的门票，兑换成
各类服务。

据介绍，宁波We志愿服务平台有个响亮的口号叫“打
造宁波志愿服务的淘宝网”，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潮”，颇具
时代感。而“潮”的背后是更多的政策支持：注册志愿者的
服务时间与个人征信系统相对接，各类数据经审核记录
后，将被长期保留在个人信用档案之中。

宁波市民真心崇善，多年来无数次创造了爱心奇迹。
近年来，随着宁波“爱心”事业的不断规范和新时代“爱心”制
度逐步完善，这份心意、情意融入了更多现代化元素，从随性
变得更为“可持续”。

“好心，难再办坏事了。”五年前，市民徐先生曾为社区
困难户发起募捐，然而随着事情的进展，爱心救助面临各
种考验，尤其是爱心款成了“烫手山芋”。经历此事，徐先
生也隐隐意识到，用小册子登记善款是不给力的，这样做
好事还缺了点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颁布，让
他意识到了“若有所失”的那一部分。

今年7月，备受关注的《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
式施行。条例对文明道德行为作了“倡导性”“鼓励性”的
规定，对不文明行为作出明确禁止。其中，条例第十三条
至第十八条规定了给予表彰、奖励的鼓励性文明行为，如
慈善公益、志愿服务、见义勇为、无偿献血、现场急救等。

我市慈善与文明历程辉煌，如今又迎来了“新”的起
点。 记者 徐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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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
好人有好报，好人有更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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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做一名志愿者可以很幸福在宁波，做一名志愿者可以很幸福

在宁波，慈善与文明又有了“新”起点在宁波，慈善与文明又有了“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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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台风期间，环卫工人背着老
人过马路。

②一家饭店邀请环卫工人吃年
夜饭，饭店工作人员夹道欢迎。

③小学生在组织爱心义卖。
④地铁志愿者。

记者 刘波 摄（上述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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