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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爱一元捐”
再次启动
今年将关注
这些志愿服务项目

在昨天举行的2023年宁波市学
雷锋志愿服务主题月启动仪式现场，
2023年志愿服务“甬爱一元捐”项目
正式发布。

今年将关注这些志愿服务项目

过去的一年里，宁波市志愿服务
基金会主办的志愿服务“甬爱一元捐”
项目收获了宁波各界的关心和关爱，
共募集善款24.47万元。其中，去年3
月开展的“关爱困难志愿者”项目募集
资金19万余元，“小小志愿者成长计
划”项目募集资金2万余元，“给残疾
人一个家”项目募集资金1081元。

今年，“甬爱一元捐”项目再次启
动。据了解，本年度主要以“应急‘救’
在眼前”“让星星的孩子不再孤单”“不
一样的森林与海洋”“99重阳日”“我来
陪老人”等活动为主题。

捐1元也是爱，路人积极参与

今年，“甬爱一元捐”首先将关注
应急救援志愿服务组织。

台风、溺水、车辆事故……日常生
活中的危险无处不在。这些突发、具
有破坏力的紧急事件背后，总有一群
人冲在前方，哪里发生紧急情况，他们
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参与紧张救援
工作，任务结束后，他们又悄悄消失在
人群中，他们当中就有应急救援志愿
服务组织。

在昨天的启动仪式上，许多现场
观众和路过市民，都积极参与“甬爱一
元捐”。

“1元钱的力量似乎很小，但有大
家一起参与而汇聚成的力量将会很
大。”经过天一广场的市民卢女士看
到募捐活动时，立刻参与了，“我平
常看到一些贫困儿童需要捐款的时
候，也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

据了解，此次“甬爱一元捐”行动
将贯穿全年，接下来，宁波市志愿服务
基金会将广泛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
与进来。同时，为推进这个项目的实
施，今天下午，由宁波市志愿服务基金
会主办、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都市报系
承办的“大爱不孤单，应急‘救’与

‘援’”主题座谈会将在宁波日报报业
集团举行，届时将邀请10支应急救援
队伍代表参加。

记者 朱琳 见习记者 袁先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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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中，分设了区（县、市）
部分。在注册志愿者人数上，慈溪
最多，有近32万人；紧随其后的是
鄞州，有30万余人。

从2022年的志愿服务岗位/活
动数方面看，慈溪一枝独秀，共组织
开展了91416场活动，远远超过了其
他地区；鄞州开展了33652场活动，
位居第二。

在全年志愿服务信用时长的
较量中，遥遥领先的是鄞州，达到
了3145730.18小时，比排行第二的
慈溪多出了近一倍。

在综合活跃志愿者的人数上，
慈溪以232411人的成绩，在10个
区（县、市）中独占鳌头。

从志愿信用活跃度看，慈溪以
28.29%的成绩位居第一，同比增长
17.33%，紧随其后的是增幅达7%
的北仑和增幅为4%的镇海。

在志愿者综合活跃度方面，象
山一马当先，综合活跃度达90.1%，
与2021年相比，增幅达25.22%，增
幅位列第二位、第三位的分别是镇
海（16.14%）和江北（9.49%）。

“在志愿者综合活跃度的排名

上，镇海和江北虽然仍然靠后，但
增幅很大，尤其是镇海，近三年来
在志愿服务方面提升很大，显而易
见，这几个区（县、市）在2022年做
了大量推进志愿服务活动的工
作。”丁健表示。

为了激励这些区（县、市），本次
报告特别列出了“区（县、市）数据
2021年与2022年信用时数对比”，
摘得第一的是老牌志愿服务强区海
曙（增幅66%），接下来是江北（增幅
64%）和镇海（增幅47.2%）。

记者 朱琳 实习生 邬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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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吧，放学我会去接孩
子的！”这是鄞州区东钱湖镇清
泉社区袁佩君经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她是社区里的“共享奶
奶”，平日里帮邻居接送、照看
孩子。

“我反正也要接孙子，顺道
就把邻居家的孩子一起接来！”
这样的“举手之劳”，袁佩君从三
年前就开始做了。慢慢地，很多
人自告奋勇当起“共享奶奶”。目
前，这支队伍已有58名成员，平
均年龄65岁以上。基本上每天
都有二三十位“共享奶奶”，帮忙
接送五六十个孩子，主要集中在
幼儿园和小学低龄段。

起初，她们主要负责接送
孩子，陪孩子做功课、做手工
等，很快奶奶们的服务范围越
来越广，还积极参与基层治
理。社区特别组建“银领帮帮
团”，并按年龄阶段、文化程
度、技能爱好等方面分组，从
矛盾调解、环境治理、助力“双
减”、民俗传承、文化建设等方
面着手，让这些没有血缘关系
的奶奶们成为全社区的“共享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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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我们的帮助下，他
们能重新找到自信，就如同生
命里的一束阳光，照亮他们的
生活！”周梁杰是沙砾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负责人，这几天正忙
着给一群特殊学员组织活动。

这个活跃在鄞州区东柳街
道阳光驿站的特殊组织，成立
于2020年，现在已有20名残
疾人学员。

沙砾社会组织的教师团队

同样是一群热心公益的残疾
人，通过教授阳光驿站的学员
们学习简单的粘土、剪纸、面
点、绘画等，锻炼他们的手脑协
作能力，增加接触社会的机会。

“我自己就有听力残疾，对
他们完全能感同身受。我希望
通过这个社会组织为他们提供
一点帮助，通过培训使他们获
得一些专业技能。”受疫情影
响，网络直播兴起，这两年周梁

杰都在忙着直播，通过“直
播+培训+助残”的形式，提
高学员的生活自理能力和
动手能力，丰富他们的精神
生活，培养和增强他们的自
我认同感。

“对普通人来说简单的
事，但对这些特殊学员来
说，却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
甚至十几倍的努力。”周梁
杰借助直播平台，播出残疾
人学习制作传统手工艺品
画的场景，并在线售卖，希
望有更多的人能关注到这
个特殊群体。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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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东柳街道阳光驿站，老师在教学员传统捏面。
通讯员 陆婧楠 供图

这些区（县、市）的数据大幅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