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甬爱”系列报道引发强烈反响

社会各界解读大爱甬城
发扬甬城大爱精神 助力“名城名都”建设

一直以来，宁波皆以“爱
心城市”著称。有人问，为
什么？

连日来，本报以署名“甬爱”的好心
人为契机，连续刊发报道，梳理了“爱心
城市”的脉络。“甬爱”系列报道刊出后，
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
响，激发大家对“爱心
城市”的深入思索。
本报选取了部分观点
和思考，以飨读者。

2002年3月，搭着火车，安徽省五河县的
陈玄光来到宁波，落脚点是原江东区的林家社
区，成为棚户区里的一名租客。作为一名外来
务工人员，他和大多数新宁波人一样，努力地
工作着，并慢慢被这座充满爱心、大气包容的
城市所融合。

“很难想象啊，到宁波已经15年了。刚来
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会留下来，但现在，我
为自己是一名新宁波人而感到自豪。”陈玄光
说，随着对宁波这座城市的不断深入了解，他
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暖和血液里的爱心循
环。

2002年8月，他所在的社区成立了宁波市
第一支外来人口“民兵连”，他报名参加了。当
时还没有志愿者这个概念，社区搞活动的时
候，“民兵连”就去搭搭舞台、搬搬凳子、写写黑
板报、挂挂横幅。2003年“非典”来袭，“民兵
连”20多人帮着社区清理垃圾死角，一个月左
右的时间里，大家天天拉着大板车，一车一车
把垃圾清运出去。2004年，宁波创建全国卫
生城市，他们拿着扫帚帮忙清扫马路。社区居
民都跷起大拇指，叫他们“活雷锋”。这一年，

“外来务工人员雷锋团”正式成立。
2005年，宁波争创全国首批文明城市，陈

玄光和“雷锋团”的成员们走街串巷到处宣传，
向外来务工者倡议做文明事、说文明话、做文
明人。当年10月，在宁波荣获全国首批文明
城市的颁奖晚会上，他们捧回了宁波市“十大
文明之星”的奖杯。

如今，当年20多人的“雷锋团”队伍已经
发展到了230多人，服务范围也扩展到治安巡
逻、清理卫生、家政、照顾孤老、水电工等生活
的方方面面。很多人问他，白天忙工作，空闲
时间还不休息，怎么能一干就是10多年？陈
玄光说，“爱心是互动的。我在这里感受到了

回应、鼓励，身边越来越多的
人也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
正是这股力量激励着我不断
干下去。”

外来务工人员
愿长住爱心城市
鄞州区明楼街道干部、

“外来务工人员雷锋团”团长 陈玄光C

“你们的报道非常好，是对宁波这座城市多年来
不段涌现的爱心人物和故事的一个系统总结。”蔡怀
书说，《宁波晚报》推出的这组宁波爱心品牌“甬爱”系
列报道，回顾了近年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不少感人肺
腑的爱心事件，细细读来，让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
们“温暖又感动”。

蔡怀书说，报道里提及的不少爱心人物他都认识，
其中的许多爱心事件，市慈善总会甚至还参与推动。比
如，林萍将自己48%的左肝移植给同村女孩后，市慈善
总会和宁波保险行业相关机构共同设立了“宁波保险业
林萍慈善基金”。这是宁波保险业第一个慈善基金，也
是宁波市第一个行业慈善基金，在市慈善总会的管理下
运作和使用，以大力弘扬林萍无私捐肝、舍己救人的先
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展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助
共济理念。

蔡怀书表示，在宁波，慈善精神已深入人心。由
宁波市慈善总会、宁波市记协和《宁波晚报》联合推出
的“感动宁波”十大慈善新闻事件和人物评选活动，从
2004年开始，至今已连续举办13年，记录了发生在
当年里具有一定新闻性，体现慈善宗旨和道德意义的
典型示范性新闻事件和人物。从自强不息的“面人小
丽”、大义捐肝的林萍，到爱心反哺的梁国华，从捐助
罗南英到万人助学，通过一个个感人事件，大家都可
感受到宁波这座城市潮水般的汹涌之爱。

透过他们感受甬城大爱
宁波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 蔡怀书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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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早就是宁波这座文明城市的最大亮色了。”在
调任市委党校之前，冯建波在市文明办工作了8年，宁波的
不少爱心人物、事件，他都非常熟悉。他说，自宁波第一轮
文明城市创建开始，“爱心”就不断为宁波增添着色彩。

这些年来，不论城市怎么发展变化，市民的爱心
丝毫不减，爱心事件不断涌现。冯建波说，更令人敬
佩的是，这是一种来自市民自发自觉的行动，有着广
泛的群众基础，每次爱心事件背后都有着市民的广泛
参与。比如，“顺其自然”捐善款不留名，带动了一群
人隐名捐款；严意娜一个人到甘肃支教，变成了全宁
波社会力量的爱心资助，筹集善款117万元，在陇西
建成了“宁波市民爱心桥”。

爱心一直以来是宁波这座城市美好的传统。比
如我们身边的张斌桥、灵桥，都是一群宁波人强烈爱
心、慈善行为的结晶。支撑起宁波爱心脊梁的，有富
甲一方的“宁波帮”巨商大贾，但不可忽略的是更多的
中小商人乃至普通百姓。

到现在，爱心行为已经成为宁波市民的一种日常
生活方式。不管是慈善一日捐、爱心助学，还是无偿
献血，爱心已经渗透到大家的文明基因里。“有时间，
去当志愿者”，这让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已超越100万
人；隐名捐款蔚然成风，宁波的“隐善”人数超3000
人，捐款总额超3500万元……每一个细微的他们，每
一次满满善意的奉献，托举出了宁波爱心的高度。

冯建波说，当然，大家也要看到，甬城大爱之所以
能永恒持久，跟市委、市政府的引导、呵护是分不开
的。宁波在全国地市级城市中率先对志愿服务立法、
北仑区设立“北仑好人”关爱基金让“好人有好报”、余
姚推出“道德银行”存储涓涓善行，都很好地激励和引
导了市民与社会团体向上向善，共铸永恒之爱。

爱心早已是宁波的最大亮色
宁波市委党校副校长 冯建波B

近年来，陈月明一直在研究与宁波“爱心城市”
相关的课题。他认为，宁波是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
融合比较好的城市，是著名的爱心城市，又是为数
不多的四连冠文明城市。

他说，“爱心城市”作为宁波的新名片，不仅要
大力宣传弘扬，也需要梳理和剖析。《宁波晚报》连
续推出“甬爱——宁波的爱心品牌”系列报道，改变
以往一事一报的思路，梳理和挖掘了宁波爱心类型
和内涵，很有新意，也很有必要。

陈月明认为，“甬爱”已远远超越“善事”范畴，
它正在走向现代化。不过，宁波在“中国城市公益
慈善指数”中的排名尚未进入前十，说明仍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他结合“名城名都”打造，提出了“四
化”。

一是现代化。要超越传统“仁爱”概念，走向公
益。现代公民社会注重公共意识、公益意识，这不
仅需要市民关注贫困弱势者，更需要关爱所有人，
关爱周围一草一木和环境。

二是组织化。宁波慈善组织的数量排在全国城
市前列，但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却是个体的捐赠、捐
献活动，爱心组织的影响力还不够大。他认为，爱心
活动机构化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现有的爱心
组织应发挥更大作用，可以将个体捐赠、助学、志愿
服务、公益行为进行整合，这方面香港的模式和经验
值得借鉴。

三是国际化。宁波爱心行动走出了宁波，跨越了
浙江，但国际化程度较低。“东方文明之都”是个国际
化概念，宁波需要培育具有雄厚资金实力和国际化运
作能力的爱心组织或机构，来扩大宁波爱心的国际影
响力。

四是规范化。宁波在慈善事业和文明建设方
面已出台了不少法规，这让爱心活动更规范，更真
实，更透明。后续要加强监督与处罚，将法规、条例
落到实处，长期予以巩固。

光大宁波城市爱心
助力“名城名都”建设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陈月明D

8年，严意娜从“造桥女孩”成为我市公益基金
领域职业经理“第一人”。2014年年初，她成为全
国“慈善千人计划”首期学员，后又参加民政部主办
的“政府对非盈利组织的支持与监管”访美培训，使
她对互联网时代的公益慈善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

如今，她的工作重心在宁波市善园公益基金
会。这是我国第一个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初始
资金达2000万元的公募基金会，重点是为年轻人
提供更精准、便捷、有趣的行善途径。

看了“甬爱”系列报道后，严意娜感到更为振
奋。她认为，善园作为宁波城市慈善文化的地标，

“大有可为”。未来，善园将建成“公益总部”，把“爱
心宁波·尚德甬城”的品牌擦得更亮。

“一座城市的魅力，既来源于优美的环境、完善
的硬件，也来自于社会的公益事业、市民的文明素
质。”严意娜说，相比之下，后者的魅力更为独特、更
加持久。善园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将来会更加突
出服务性、交流性、平台性、导向性，进一步提升宁
波市民的文明素质和生活品质，不断增强大家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持续提升城市美誉度和竞争力，助
力“名城名都”建设。 记者 滕华 徐叶

让公益慈善
更精准、便捷、有趣
宁波市善园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严意娜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