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 证 阳 光
JIANZHENGYANGGUANG

见 证 阳 光
JIANZHENGYANGGUANG

慈 善 要 闻
CISHANYAOWEN

周 刊
周刊主编 舒 迪
收稿邮箱：sd1025@126.com
编辑电话：(010)88146990
本版责编/赵莹莹 校对/马磊 排版/纪晓炜

9
2021年8月10日 星期二

第813期

GONGYIXINSHENG

公 益 新 声

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无数家公益慈善组织和救援队，纷纷奔赴河南洪涝灾区，从抗洪抢险、捐赠物资、转运人员到支援
灾后重建，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硬仗”。风雨过后，众多基金会等公益慈善组织以及专家学者，开始思考，面对灾难来临——

给予公益救援队伍更多扶持

争分夺秒紧张救援的日子一天天
过去，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公益救援
队伍，有些已悄然撤离，有些仍在灾
区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

在灾害发生后，民间救援力量迅
速响应，携带专业设备赶赴受灾现
场，为救援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

与此同时，“平民英雄”光环的
后面，民间救援机构也面临种种现实
问题：统一标准缺失、运作成本不
足、专业素质不一……“救援又是一
项极为复杂、专业的工作。此次救援
其实也暴露出了不少这个领域的问
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救援
队长告诉记者，希望通过此次河南救
援，能让更多的目光聚焦民间公益救
援队伍的成长与发展，给予他们更多
的扶持。

事实上，在此次河南救援行动
中，已经有诸多基金会意识到这一点
并付诸行动。

“不仅要支持救援队，更要与之
并肩战斗。”谈及此次河南救灾中的
公益救援队伍，天津凯尔翎公益基金
会秘书长王欣脱口而出。

此次洪涝灾害中，在得知一些民
间救援队决定奔赴灾区救援后，天津
凯尔翎公益基金会第一时间表示要提
供资金支持。“注意安全，有什么需
要跟我们联系，我们肯定会在后方做
好支持工作。”王欣说。

在了解到救援队往往面临装备不
足或装备大量受损的问题后，浙江省
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当即决定，把资
助方向定在资助救援队和支持灾后重
建上。

该基金会秘书长申屠媛艳告诉记
者，对救援队的支持有几个方面：一
是在应急救灾期间对冲锋艇、马达等
水上救援设备的采买支持，二是对救
援队人员的补贴支持，三是持续提升
救援队的急救能力及救援网络的建
设。

此外，早在7月 23日，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联合腾讯基金会发起“援
豫救援队保障项目”，向驰援河南灾
区的社会应急救援队提供经费支持，
支援“挺身而出的凡人”。凡是近期
在河南受灾区域参与应急救援、抢险
救灾、防疫消杀等工作的救援队均可
申请保障资金，每支救援队可以申请
一次经费资助，最高标准10万元。
资金可用于购买人员保险、设备采
买、交通差旅、餐食补贴等。

把资助目光投向救援队的基金会
还有很多，申屠媛艳就此有了一个新
的想法：“在项目执行中，我们发
现，陆续有不少基金会都有预算给到
救援队资助。有没有可能互通有无、
做一个联合？”

在申屠媛艳看来，有一个中坚力
量或平台来统筹，不管是设备购买，

还是人员补贴，给到救援队的资助有
望更加公平规范。这也是不少有识之
士的共识和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灾害救援需要有效协同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救援工作的
现场，不少救援队经常要面对信息传
递和协作的困难。

“可能同样一份需求信息，好多人
得知后去送东西，结果这个地方东西
过剩了，其他地方可能还没有；还有一
些地方大家都在打电话对接，但是都
送不过去，导致这个地方最后还是缺
少物资。”前述救援队长告诉记者。

事实上，此次河南救援，情况已
经改善了许多。

救灾中，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
建立了100多个微信群或企业微信群
开展行动，参与信息搜集、信息核
实、医疗咨询、气象监测、制图和简
讯制作，参与紧急信息求助平台、需
求信息平台的志愿者近6000人。其
中的紧急信息求助平台，共核实求助
信息3万余条。

信息能够及时发布并得到反馈，
是一种进步，但对于公益慈善力量参
与整体救援仍然是不够的。

恩派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李雪
春感慨：“社会资源大量集中在紧急
响应阶段，而备灾、减防灾、灾后恢
复与重建阶段的资源投入，虽然更具
成本效益，却常年难以获得资源。即
便是处于同一场灾害中，受到舆论关
注更高的受灾地区与人群获取社会资
源富集程度，也远远超出受关注度低

的地区与人群。”
“基金会需要意识到，在保持规

范性的同时发挥一定的特殊性和灵活
性以保证参与的有效性，是至关重要
的。”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与创新
研究中心主任张强表示，在灾害应对
现场，不同的基金会可以做不同的
事，有的支持救援队开展救援，有的
支持开展心理援助等各类服务。

“需求是多样的，需要各方根据
组织自身的初心、特长、资源特征等
综合确定主攻方向。这也需要各个组
织之间建立一定的行业规则，减少现
场磨合的成本，以提升生命救援的效
率。”在张强看来，在救灾工作中，
供救援队使用的救灾资源的储备调动
需要基金会的支撑，但很多时候基金
会的资源调动和救援行动落地之间存
在时差。

“因此在合作过程中，基金会也
需要了解应急救援的基本常识、基本
能力、基本原则，与救援队在组织方
式、工作模式、资源分类、资源效能
等方面建立共识。在这个共识的基础
上，有效的合作才能产生。如果不了
解这些，基金会很难把资源与救援队
的需求有效结合。”

张强认为，当前行业内的各类基
金会网络、救援队网络和支撑性平台
应该被打通，“把信息尽可能整合，
各基金会和救援队伍之间才能更为有
序、有效地分担任务并进行协同。”

防灾减灾能力需进一步提升

此次河南洪灾，又一次把防灾减

灾工作的重要性推向前台。
“每一次灾害事件，考验的就是

我们平时准备得怎么样。”卓明灾害
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郝南坦言：“临
时想办法肯定不如提前有办法。”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
长王振耀曾在民政部担任8年救灾救
济司司长，推动建立了自然灾害的四
级应急响应体系。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认为
中国都需要民间救援力量，来和政府
有关部门密切对接、形成合作。”王
振耀表示，极端性气候频发，尤其要
重视减灾活动的开展，特别需要把减
灾活动落实到社区，社区里更需要民
间力量的投入。

针对防灾减灾，王振耀提出应
该有意识地开发一些开放性的课程
和培训项目，民间救援队可以和有
关政府部门之间加强配合，形成一
套配合机制，“救援队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邀请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过来一
起训练。”

“北方地区近些年没有经历过大
型灾害，一些县尤其乡镇对于灾害的
应对能力明显不足，在准备上也不充
分，我们希望此次灾害给当地防灾减
灾机制带来一些改变，提升他们减防
灾的能力。”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害救
援与项目管理部负责人朱一存告诉记
者，后续他们将把基金会在防灾减灾
领域积累的经验和一些成熟的项目引
进到各地，把防灾减灾作为后续重点
工作内容，“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些
设计和规划，加上之前有成熟的项目
模式，推动起来应该会很快。”

社会力量参与救援需进一步扶持社会力量参与救援需进一步扶持
本报记者 赵莹莹

受灾村民们清理淤泥受灾村民们清理淤泥，，准备重建家园准备重建家园。。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从整
体上看，我国公益行业尚未建立起统
一的归属感。”日前于北京举办的

“中国公益共同体建设现状与展望论
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公益创新研究
院院长康晓光表示：“当前我国整个
公益行业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目标尚
未形成，需要通过不断发展和完善共
同体及其功能，推动整个公益部门的
发展和完善。”

当天论坛的圆桌对话环节中，南
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基金会
中心网总裁程刚、北京惠泽人公益发
展中心创始人翟雁、深圳壹基金公益
基金会秘书长李弘围绕主题进行了交
流探讨。

在彭艳妮看来，公益共同体要有
平衡各自利益诉求以及寻求并达成共
识的能力，才能够基于使命和目标开
展更有效、深入、可持续的联合行

动。程刚认为，在公益共同体形成的过
程中，参与其中的组织机构应该在表
达、平衡各自利益与诉求的过程中，逐
步扩大公共的利益。李弘表示，共同的
目标和价值观，是不同的组织机构能够
走到一起联合行动的基石，持续的资金
和项目支持、专业的人员团队以及参与
方的重视和积极参与，对于共同体的发
展同样不可或缺。恩派（NPI）公益组
织发展中心主任吕朝提出，发展公益共
同体要鼓励各种各样小而美的共同体出
现，并引导其发挥作用。

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
在论坛上强调：“公益共同体建设需要
一个漫长甚至曲折的过程，让社会重拾
对公益的信任、信心，或是一条最基本
的路径。”

此次论坛由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等联合主
办。

多家公益组织联合在京举办论坛

探讨我国公益共同体建设途径

近日，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慈善协会联合开展“珍
爱环卫 清凉一夏”环卫工人关爱活动，为千余名一线环卫工人送去茶
叶、饮料及冰感毛巾等清凉消暑物品，把清凉和关爱送到他们身边。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珍爱环卫 清凉一夏

本报讯（记者 舒迪）记者从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获悉，该基金
会携手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近日在云南剑川正式启动“电
建家庭成长计划”公益项目。

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甄砚表示：“妇
基会发起的‘家庭成长计划’公益
项目，旨在帮助困境家庭的孩子拥
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空间，并提
供主题式的全年陪伴服务，给孩子
带去向上的信心，给家长带去社会
的温暖和奋斗的动力。”项目实施
近3年来，已为18个省份的1591
户家庭提供了综合帮扶，目前已形
成各级妇联上下联手、搭建公益平
台、整合多方资源助力乡村家庭成

长的模式，成为妇联组织振兴乡村建
设的创新实践。

此次启动的“电建家庭成长计
划”公益项目，将有云南剑川、新疆
民丰两地共计100户乡村困境家庭因
此受益，这些家庭的孩子们将拥有自
己的“阳光房”，并获得为期1年的
深度陪伴服务。

作为剑川和民丰两地的定点扶贫
支持单位，中国电建乡村振兴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支持此次项目的实
施，激活乡村家庭内在发展动力，有利
于夯实乡村振兴基础，深层、长远地助
力乡村发展。未来，中国电建将携手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继续开
展更多的公益项目，助力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家庭成长计划”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舒迪）由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与一汽奥迪联合举
办的“春蕾梦想成长营”红色教育
实践活动日前在北京举行。

此次成长营以“学党史、知党
恩、跟党走”为主题，组织了50
名来自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的春蕾女童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北大二院旧址、居庸关
长城等红色教育基地，通过学习党
史、参观红色主题展览、传唱革命
歌曲，在亲知亲历中不断开阔视
野、点燃梦想。

据介绍，“春蕾梦想成长营”
此前已成功举办两期。2021年的

“春蕾梦想成长营”更加聚焦德

育、美育教育，旨在通过开展形式多
样的活动带领春蕾女童重温党的光辉
历史，激励她们传承红色基因、争做
时代新人，让红色血脉、革命薪火代
代相传。

“春蕾计划”诞生于1989年，是
在全国妇联领导下，由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女童助学公
益项目。目前，“春蕾计划”已经发
展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受益女童人数最
多、社会影响面广泛、国际社会高度
赞誉的女童助学公益项目。2019年9
月，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启动“春蕾
计划——梦想未来”行动，以女童研
学为载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是该行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

2021“春蕾梦想成长营”活动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原 李宁馨）
2021年“用爱送你进学堂”助学
公益活动近日在天津市政协委员履
职活动中心举行。此次活动由天津
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天津市妇联、
天津市工商联、天津阳光义工爱心
社等单位共同主办，天津绍兴商会
协办。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
部长冀国强，市政协副主席黎昌
晋、赵仲华出席。

活动中，天津阳光义工爱心
社社长张秀燕介绍了近年来帮扶
困难学子的有关情况。与会领导
为今年评选出的优秀自强学子代
表颁发了证书和奖学金。两名优

秀自强学子代表讲述了自己在社会
各界关心关爱下刻苦学习、成长成
才的感人故事。现场还举行了助学
结对仪式。

据了解，“用爱送你进学堂”助
学公益活动自2009年开始，已连续
举办13年。今年共有103名天津市
及新疆、甘肃、河北等地家庭困难、
品学兼优的学子与爱心人士结成助学
对子，助学款总额247.2万元。

通过该活动，截至目前共有
2008 名困难学子得到爱心人士资
助，助学款累计 5655.2 万元,其中
1023名学子以优异成绩完成大学本
科学业。

天津市政协举办助学公益活动

本报讯（记者 郭帅）内地与
港澳青少年民俗摄影主题交流公益
活动日前落下帷幕。来自北京、重
庆、香港、澳门等地的55名青少年
通过线下拍摄、线上沟通的方式，了
解传统民俗，感受匠心精神，用真情
讲述交流参访的精彩故事，用镜头
呈现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此次活动由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协
会(香港)、澳门基金会联合主办，以

“民俗影像，青春记忆”为主题，根据
各城市的特点，从“我们不一样、我
们都一样、我们共传承”三个切入点
设计线上线下活动。

活动期间，来自北京清华附中
的12名学生与澳门当地3所学校
的“一对一”小伙伴，开展了为期
两天的京韵民俗传承之旅。在北京

故宫博物院，屈靖凯边参观边拍摄，
通过微信向澳门的小伙伴钟泳仪分享
中国传统建筑的魅力；在北京孑民
堂，同学们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
彩绘民俗艺术品“兔儿爷”；在胡同
里，大家通过镜头向澳门小伙伴分享
老北京的日常生活。

在重庆荣昌安陶博物馆、中国夏
布博物馆的“匠心寻迹”之旅中，重
庆的周旺与香港的张元喆分享了陶
瓷、折扇、织布等传统技艺。一帧帧
影像让张元喆十分兴奋：“原本以为
麻布就是在织布机上完成，通过小伙
伴介绍才知道，还要经过打麻、绩纱
等复杂的工序，太了不起了。”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于群表
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内地与港澳
青少年能共同用真情传承守护属于大
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宋基会：

公益活动助推青少年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