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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一夜募资10万元
帮助患白血病女孩
公益组织发起人：
取名“无名”,是想踏踏实实做好事

“新冠病，真讨厌；流行快，祸非浅……”
“讲文明，学礼仪；敬长辈，要知礼……”这两
天，很多居民慕名来到海曙区鼓楼街道文昌社
区居委会，看看墙上才挂上去不久的四幅A3
纸大小的手抄报。其中两幅是以“三字经”形
式写就的防控疫情经验和文明礼仪做法，读起
来朗朗上口。

四幅手抄报都是社区老党员李钦华创作
并手写的。他坦言，很多创作线索和灵感都来
自于《宁波晚报》。

退休后他创作曲艺作品100多首

今年77岁的李钦华初中毕业，曾在企业担
任车间主任等职务，从小喜欢练字。退休后，
李钦华回到社区，有一年参加了社区一个党支
部的年终团拜会。“支部书记突然跟我说，我们
支部没有‘写写弄弄’的人，能不能请我顶上
去。”李钦华欣然同意，从此开始了曲艺创作生
涯。

“其实，我是有创作经验的。我年轻的时
候，还参加过宣传队，虽然没有直接上台表演，
但也熟悉各种曲艺表演形式。”到现在为止，李
钦华已经创作了马灯调、快板、杨柳青、三句半
等各种形式曲艺作品100多首。

前不久，李钦华整理了一下他的全部作
品，并挑出了15首他比较满意的汇编成《自编
曲艺内容摘录》。这些作品很多是歌颂党和祖
国以及宁波发展的，也有关于防诈宣传、疫情
防控的，其中的12首已被搬上了舞台。

退休后他一直订阅《宁波晚报》

“之所以创作这些作品，很多都是因为看
了《宁波晚报》的报道。”李钦华说，退休后他就
一直订阅《宁波晚报》，从新闻里去寻找创作的
线索和灵感。在两幅“三字经”里，李钦华也黏
贴了《宁波晚报》上剪下了一些公益广告或照
片。

“3个月前，我从《宁波晚报》了解到，疫情
还在不少地方肆虐。我就决定把各地的经验
总结一下，让社区居民能有一个参照。”写完防
控疫情“三字经”后，李钦华又觉得疫情总会过
去，文明礼仪却是居民应该坚持的。就这样，
文明礼仪“三字经”也应运而生。

两幅“三字经”都有384个字，而且都押了
韵。“每幅‘三字经’的创作时间都达到了10天
左右。其中一周时间是要先写出来，还需要花
三四天时间去推敲和修改。”李钦华说，这样的
创作，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特别吃力。“但这个
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教育和提升。”

此外，挂在社区居委会的还有两幅手抄
报。其中一幅是《文明建设成风尚》，开头第一
句就是：《宁波晚报》曾报道……在手抄报的右
侧，还黏贴了《宁波晚报》的两则报道。另外一
幅则是《爱党爱在我心里》，讲述了中国共产党
从建党到如今国富民强的过程。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唐悦旻

从《宁波晚报》寻找线索和灵感

社区老党员把防疫经验
和文明礼仪写成“三字经”

李钦华和他创作的“三字经”。记者 刘波 摄

他们有钱出钱——为了帮助一名白血病女孩，这个公益组织的群里一夜之间就募集到
了10万元善款；为了让贫困孩子接受教育，他们长期结对，有的志愿者还成了贫困孩子的
“妈妈”……

他们有力出力——疫情期间，街道需要志愿者守小门，这个公益组织二话没说，派出了
精兵强将；核酸采样点志愿者不够，他们放下手头工作跑去维护秩序；台风夜，他们迅速集
结，转移受困群众……

这个名为“宁波市无名公益服务中心”的公益组织，也是宁波市公益组织中第一家民间
自发的直接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在海曙区鼓楼街道。“我们取名‘无名’，是想踏踏实
实做好事。”无名公益的发起人、理事长何邦区说。

成员之间以网名相称

何邦区告诉记者，2011
年，他和三五个好友想做点
有意义的事。“我们不唱歌
也不打麻将，把别人玩的时
间空出来了。”何邦区说，后
来他们决定定期去敬老院
慰问老人。

就这样，加入这个队伍
的人越来越多。2015年，何
邦区索性把无名公益注册

成了民非组织。“我们是一
个以‘助学、帮困、敬老、解
难’为主旨，开展公益活动
的青年组织。”无名公益的
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因共同
的公益热情汇聚到一起。
成员吸纳采取开放策略，并
不限于行业、地域，只要能
参与公益活动，根据个人情
况提供支持。

“现在，我们有2000多
名志愿者，建立了QQ、微信
和陌陌等8个群。”网名“阿
峰”的无名公益秘书长方峰
说，他们的成员以网名相
称，很少有人知道彼此的真
名。“我们不想让人知道我
们的名字，只想实实在在做
点好事。这也是为什么会
取名‘无名’的原因。”

无名公益他们会坚持做下去

无名公益组织成员活动场景。记者 刘波 摄

帮助贫困孩子是他们
的工作重点。7年前，宁海
的无名公益志愿者了解到
当地有一些贫困孩子，何邦
区就立即带着大伙去现场
考察并帮扶。

小敏当时才12岁，由年
事已高且身有残疾的爷爷
抚养。“房子很破烂，只有一
张床，爷爷断了一条腿。”何
邦区和同伴们商量后，决定
建立一个以小敏的名字命
名的基金，首期资金短时间
内就募集了5万元。

他们先拿出了2万元基
金，把小敏的家简单维修了
一下，让小敏有一个独立的
房间。剩下的基金，就作为
小敏的求学费用。不过，令
人奇怪的是，7年过去了，小

敏基金仍有 16000 多元。
“后来，奉化的‘大嫂’结对
了小敏，包揽了小敏的学
费、生活费。”

“大嫂”是无名公益副
理事长张丽君的网名，在奉
化开了一家咖啡店和一家
餐厅。“因为小敏是个女孩
子，我就想跟她结对，更好
地帮助她成长。”现在，小敏
已经读大学了，每年的寒暑
假，都要到“大嫂”家里住上
一段时间，跟“大嫂”的孩子
相处融洽。

去年暑假，小敏在“大
嫂”的店里打工，拿到了一
笔不小的工资。“小姑娘很
感恩，在无名公益年终大会
的时候，用自己赚的钱为每
桌的叔叔阿姨都加了一个

点心。”“大嫂”说，他们累计
结对了8个孩子，至今还在
资助3个孩子。

前几年，无名公益听说
奉化有一名白血病女孩急
需资助，立即赶去实地了解
情况。“那户人家的女儿不
幸得了白血病，需要10万多
元的医药费。”何邦区说，当
天晚上，这个公益群里就开
始接龙捐款，10万元的善款
很快就筹集到了。

“我们的理念就是：简
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
情坚持做，坚持的事情用心
做。”何邦区、“大嫂”等都向
记者表示，无名公益他们会
坚持做下去。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唐悦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