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9月22日 星期六
责编/李秀芹 郑娅敏
美编/徐哨 照排/王蓉

特别报道 A06

2016年9月22日，宁波市公益街正式开
街。两年过去，这里已不仅仅是宁波公益文化
的重要地标，更成了众多志愿者和公益组织的
家园。在这里，大家可以找到更多的“同行
者”，相互学习交流，汇聚起越来越多的公益资
源和爱心力量。

馨之园社会助残服务中心位于公益街最
东端，门口小黑板上写着一句话：“助残，不仅
是一种公益，更是一种温情”。服务中心的苏
主任带记者入内参观：“馨之园，谐音心之愿，
是一个对接残障人士需求和社会助残资源的
枢纽性平台，同时也是实现残障人士愿望的温
馨家园。我们希望通过集聚、调动社会力量，
让更多的残障人士融入社会，并提升他们的幸
福指数。”

苏主任打了个比方：传统助残的做法是罗
列式的，看残障人士是否需要菜单上罗列出来
的服务，而社会助残更像是点单式，残障人士
可通过电话、网络等途径提出个性化的服务需
求，“馨之园汇总、分析残障人士的需求，并策
划有针对性的服务。与我们达成合作的近百
家爱心企业和社会机构，都是服务的提供者。”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馨之园推出的“同
一片蓝天”残障学生暑期公益培训班，很好地
体现了“点单式”服务的效果。“这些孩子平时
在特殊学校上课，临近暑假，不少家长开始犯
难，他们希望孩子能在暑假里有所学、有所得，
却苦于没太多时间去陪伴。我们汇总了家长
们的需求，为他们的孩子安排了公益全托班，
并开设了国学、手工、烘焙、社会实践等丰富多
彩的培训课程。”苏主任说，暑期结束，好多孩
子都拉着志愿者的手不舍得走，家长们也给出
了诚挚的好评。

“这些年，海曙还以政府购买服务+公益众
筹的方式，通过馨之园公开征集并优先扶持和
培育受益面广、受益对象直接、社会效益明显
的助残项目。”苏主任说，目前运行的16个项
目，覆盖了个性化康复与培训、家庭生活、社会
融入、婚恋交友、无障碍出行、心理咨询等众多
需求领域。有残障人士主动提出要回馈社会，
馨之园为此组织了多次公益集市，为市民提供
修理钟表、按摩、刻章等无偿服务。

两年来，公益街上浓郁的公益氛围，也为
大家的生活带来了“质变”：不少残障人士到公
益街上工作、学习，周边居民则为他们提供了
正常生活的活动空间。有了自由的空间，残障
人士的工作、社交生活才能自然而然地融入社
会，真正成为“没有区别的人”。

甬城最有温度
的一条街

每到傍晚，家住牡丹社区的王阿姨总爱去宁
波公益街上的慈善商店转转，或是买点生活用品，
或是和店员聊聊天，“在这儿买买买，不仅东西价
廉物美，还奉献了爱心，真是一举两得！”

宁波市公益街位于海曙周江岸路东端，沿街
的店铺都是公益组织和机构开的，除了宁波慈善
商店，还有宁波市公益产品展销中心、宁波市应急
救援志愿者联盟、宁静港湾婚姻家庭服务中心
等。这两天，记者到公益街走访，各店铺的负责人
向记者讲述了这两年来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在公益街逛了一圈，感受最深的，还是融
融的暖意。所有沿街店铺，都在为市民提供实
实在在的服务，如绿洲心灵医家，为有需要的
市民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广安智慧养老服务
中心，接待了数千名老人的咨询和体验；益起
创公益服务中心，为18岁到50岁有志于创业、
再就业的群体进行公益性创业就业技能培训
等。据不完全统计，两年来，入驻公益街的公
益组织就举办了上千场公益活动，为4万余人
次提供服务。

当然，公益街所带来的温暖并不局限在这
一条街上。公益街的运营管理方——海曙区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通过扶助初创公益组织、
培育组织党员带头人、促成公益项目对接等方
式，引导爱心企业和公益组织发挥各自优势，
投身公益服务，最大程度地凝聚、释放社会正
能量，构建起了在党建引领下，政府指导、各方
参与、公益组织间相互合作，公益资源相互循
环的“生态系统”。

此外，海曙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还开展了海
曙社会组织城乡融合发展壹计划项目，不仅到
多个乡镇社区举办公益集市，在当地设点送去
公益服务、推广公益理念，还通过人才培养、组
织培育、街道社区党组织结对共建的方式，搭
建起了城乡社会组织的对接交流平台，为孵化
提升当地的公益组织、培育专业志愿者提供助
力，从而助推城乡建设，让更多的群众受惠。

“在筹建之初，公益街就确立了‘四个中心’
的目标定位，即公益产品展销中心、公益服务集
聚中心、公益活动体验中心、公益人才创业中
心。两年来，我们的工作以党建做纽带、紧紧围
绕四个中心开展，颇有成效。接下来，我们将继
续优化公益组织的发展环境，扩大公益服务的
覆盖面，并致力于探索公益组织社会创业新模
式，即在保证组织不偏离公益性的同时，借助一
些商业手段实现公益组织的‘造血’功能，让组
织有更多资源和能力去从事公益服务。”海曙社
会组织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这么说。

记者 王思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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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馨之园的努力，是为了让残障人
士成为“没有区别的人”，那么，公益街上的宁
波慈善商店，则是把慈善带入了市民的日常生
活。

走进慈善商店，记者看到，百来平方米的
店面被布置很温馨，货架上，服装、文具、日用
品琳琅满目，有顾客进门，营业员小张就会上
前招呼。小张患有轻度听力障碍，她笑着说：

“从没有想过自己能和这么多陌生人说话。来
这里工作两年了，顾客们都很友好，住在附近
的几位阿姨还会教我讲宁波话。”

“小张的表现很好，已能独当一面。平日
里，也有大学生志愿者过来值班。店里还专门
设置了公益性岗位，提供给特殊人群，解决他
们的就业难题。”负责商店日常运营的莫益民
告诉记者，店内的商品并没有固定进货渠道，
都是社会各界自发捐赠过来的。如今，已有好
几家爱心企业成了半固定“供货商”，不定期送
物资过来，当然，更多的是个人捐赠者。

“附近居民很喜欢到这里来买东西，一方
面可以献爱心，另一方面也因为这里价廉物
美，店里有些商品的售价甚至比网店还低。”莫
益民至今还记得商店刚开业时的盛况：开业第
一周，大妈大叔们进店开启“秒杀”模式，进口
奶粉、土鸡蛋、羽毛球等都卖到脱销，大件商品
如行李箱也卖掉近百个。开张第一个月，商店
营业额就超过10万元。

其他城市的慈善商店，多是开业时热闹，
时间长了就叫好不叫座。为避免这样的情况，
莫益民他们引入了市场机制，主动上门对接爱
心企业，引进市民喜爱的商品，并根据每个月
的数据分析及时调整货品，“如今，我们的经营
状况很稳定，月营业额一般在1万元左右，如果
有粮油、生鲜等畅销品时，营业额就能翻几
番。”

商店的营业额都被直接汇入宁波慈善总
会账号，由慈善总会统一安排使用。据了解，
两年来，商店筹集到市民爱心款38.9万元，成
功资助了10多个困境儿童项目，另外还向孤儿
院、敬老院、社区困难群众赠送了价值30余万
元的物资。

谈到慈善商店未来的发展，莫益民说，他
们还在探索一种新的帮扶模式——通过主动
对接弱势群体，开展扶贫项目，把慈善商店与
助贫助农结合起来，“这两年，商店帮困难群体
出售过土鸡、水蜜桃、香菇等商品，效果都不
错。目前，商店也在和海曙西片的乡村洽谈对
接项目。我们希望能通过商店的运营为贫困
人群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零距离扶贫帮困，
与此同时，贫困人群也能借由市场反馈和爱心
帮扶，找到脱贫致富的新路子，从而助推乡村
振兴。”

慈善商店：
让公益和慈善
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馨之园：

助残不仅是公益
更是一种温情

公益街运营方：
党建引领，
探索公益组织“社创”新模式

不少志愿者来宁波慈善商店值班。

宁波公益街一角。

助力残障人士融入社会
构建公益资源“生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