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3月19日 星期一
编辑 张亚琴 美编 童珂 组版邱莉娜 校对 李文静 B5策划CE HUAB4 策划 CE HUA

NGO，是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

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

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

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

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原动力是志愿

精神，是公民社会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记者：你们也开通了“安徽益和”

的微博，利用微博做公益，最大的优

势在哪里？

张芳芳：更方便快捷了。微博的

转发速度快，有利于公益活动的推广，

也更方便公益组织之间的联系了。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服务于公益

组织这种形式的公益事业？

张芳芳：做公益，从一个人到一

个团队，我发现，当成为一个团队时，

开始面临到如何进行团队管理种种

的问题。还有认识到公益并非只是

好人好事这么简单，我认为的公益人

应该去行使的责任。公益事业应该

是一件特别专业的事。所以，那时

我开始想到需要有人对志愿者们、

公益机构进行培训，这样才能更好

地去服务社会，机构才有可能可持

续发展。

记者：你们如何去界定一个微公

益项目做还是不做？

张芳芳：正如之前说的，公益其

实是一件特别专业的事。我们在选

择项目取决于是否符合机构使命，而

且要使服务对象收益和获得发展。

记者：从事公益活动这么多年，

您自己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张芳芳：公益，是我的事业，是我

毕生要做的事。脚踏实地做不可能

之事，是我的座右铭。愿所有的公益

伙伴们都能够胸怀天下，脚踏实地坚

持自己的这份理想，脚踏实地与坚持

很重要。我希望能够看到这个社会

因为我们的努力而发生改变。

微公益，爱心让梦想启程
理想主义者才懂的坚守
受访人：张芳芳 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项目主管

联系上张芳芳时，她正在

亳州市涡阳县出差。这次皖北

地区民间公益机构的走访，行

程安排很满，张芳芳只能在去

目的地的路途中接受我们的电

话采访，这并不妨碍沟通。从

离开校门起就开始走上公益之

路的张芳芳说：“公益，是我毕

生要做的事。”

实习生 马明新 记者 朱玉婷 文

最初的梦想：
希望天使会微笑

公益的梦想，根植在郑敏锐的

心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

大一的时候，郑敏锐就参加了学校

的环保协会。毕业时，同学们都开

始为找工作奔忙的时候，郑敏锐却

早早收拾起行囊，回到老家巢湖，租

了一间民房，筹划招募志愿者。

那时，郑敏锐只是一名刚刚毕业

的学生，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没有收

入，很快他的梦想不得不因为现实问

题而搁浅。但欣慰的是，这些年，郑

敏锐一直没有放弃最初的梦想。

在郑敏锐的微博自我介绍上有

这么一项“巢湖市天使泪志愿服务

总队创始人”，而被问起这个组织

时，郑敏锐显得有些腼腆，“其实，这

只是我的梦想，我希望能实现就写

上了。”之所以取名为“天使泪”，郑

敏锐解释道，“因为天使看到人间的

种种灾难时会流泪，我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让天使微笑起来。”

最自豪的事：
“随手街头救助”很成功

大学毕业后，尽管公益梦想被

暂时搁浅，郑敏锐一直在关注这一

领域。去年，当郑敏锐在微博上看

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发

起的“随手送书下乡”活动，就立刻

参与，成为该活动安徽地区的负责

人。现在已经募集了 200 多本图

书，郑敏锐说，等募集到了一定数量

之后，打算把这些书送到金寨、岳西

等地的一些学校。

让郑敏锐最感到自豪的事，是

参与“随手街头救助”活动。“这也是

于建嵘教授发起的‘随手’系列活动

中的一项。”郑敏锐说，这项活动主

要是募集一些御寒的衣物、棉被等，

送给街头的流浪人群。“当时有很多

志愿者参与，冬天很冷，我们晚上出

来把衣物送给需要的人，很多女志

愿者都感冒发烧了，真的很让人感

动。”

最想做的事：
组建“蓝天救援队”
对于未来的计划，郑敏锐说，最

想在合肥地区组建一支“蓝天救援

队”。蓝天救援队，是由一批热心于

社会公益事业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志

愿发起的，从事户外遇险救援的民

间公益性团体。

“安徽阜阳地区已经有了一支

‘蓝天救援队’。最初是由十几名参

加过汶川地震救援农民自发组成

的，他们的水域救援非常专业。”郑

敏锐今年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

支队伍组建起来，当合肥地区发生

一些突发灾难，他们就会第一时间

赶到。“不过，这需要有非常专业的

救援知识，希望有更多有这方面专

长的志援者参与进来。”

公益，是我最大的爱好 受访人：郑敏锐
“随手送书下乡”安徽区域项目负责人、“随手街头救助”合肥活动发起人

在微博上，他叫“志士仁人阿

锐”；而生活里，他却是一个略显腼

腆的大男孩。郑敏锐一直走在公益

的路上，他说，“公益，是我最大的爱

好。”在他心里，如果天使降临人间，

看到灾难发生大家互助时，也会微

笑。

实习生 马明新 记者 朱玉婷 文

记者：做了这么多年的公益，帮助

别人的同时，自己从中收获了什么？

郑敏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自

己也获得了奉献后的快乐。而且，在

做公益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志同

道合的朋友。

记者：对于做好事很多普通人内

心是很矛盾的，比如，“老人摔倒了要

不要扶”的问题，有些人想帮忙又怕给

自己惹麻烦，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事？

郑敏锐：有顾虑很正常。不过，如

果让我遇到了，我会选择帮助老人。

万一真的因为好心而惹来麻烦，再去

解决问题。有个词，问心无愧。

记者：公益，对您而言，意味着什

么？能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自己的公益

经历吗？

郑敏锐：可以这么说，公益是我最

大的爱好。我从小就喜欢政治课本上

好人好事的小故事。

对话

一次转发、几元钱的自助式捐款

……这些““微举动微举动””都可能温暖另一些都可能温暖另一些

需要帮助的人需要帮助的人。。让我们盘点一下让我们盘点一下，，去去

年至今那些温暖着我们的年至今那些温暖着我们的“微举动”。

大爱清尘

由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与中华社

会救助基金会联合发起“大爱清尘·寻

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旨在

救助处于死亡边缘线上、缺失救助与

关心的中国上百万尘肺病农民工患者

的公益活动。活动很快赢得了包括姚

晨在内的诸多名人支持。

微博打拐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教授于建嵘发起名为“随手拍照解

救乞讨儿童”的微博，号召全国网友关

注身边的流浪乞讨儿童。微博开通数

日内，吸引了几十万名网友参与。

爱心衣橱

由央视主持人王凯借助微博发

出倡议——捐出主持人的出镜装在

网上进行义卖，所得善款捐给民间慈

善团体。随后，这条倡议从互联网走

进现实。一个名为爱心衣橱的基金

设立，实施资助服务。

免费午餐

由邓飞等500多名记者和国内数

十家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

金会发起“免费午餐”公益项目。该

项目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地区学

童提供免费午餐。呼吁更多爱心企

业和人士加入到活动中加入到活动中，，对一些贫困对一些贫困

山区学校简陋山区学校简陋的厨房条件予以改善。

张亚琴 整理

张芳芳告诉我们，和一般的公益

组织不同，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并

不是直接面向需要帮助的人群，其服

务对象是民间公益组织和行动者。

“益和主要是为民间公益组织和公益

行动者提供能力建设、公益学习、搭

建对外交流平台等等。”

2009年开始组建，到了2011年安

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成为省内为数

不多的在民政厅注册的民间公益组

织。“其实，安徽益和真正的专职工作

人员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事两个人，

不过我们还有几名长期固定的志愿

者，当然还有很多不定期参与我们活

动的志愿者，他们中有公务员、老师、

学生，甚至还有很年轻的90后。”

2——两个人为理想而坚守

早在 2004 年，张芳芳离开学校

始就开始思考并行动。2006年，正式

开始了自己的公益事业，至今已有6

年。和浮躁的当今社会不同，在公益

活动中，张芳芳体会到了另一种宁静

和感动。

在涡阳县，张芳芳他们去了根与

翼学生服务中心的助养中心，“这里

主要是帮助贫困家庭和孤残的孩子

提供受教育和健康成长的环境。孩

子们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学习，所有的

服务全是免费。”张芳芳说，让她特别

感动的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根

与翼”目前有三名全职社工，全部来

自省外，皆是20岁出头，他们来到这

里，与孩子们一起生活，他们通过自

己的努力看到孩子们的改变，有些社

工便如此扎根下来。

正如张芳芳的微博上所写的，“那

里有一份理想主义者才懂的坚守。”

6——六年公益之路漫漫

去年，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参

加了联想微公益大赛。这项比赛创

新地通过微博平台征集微公益行动，

倡导公众发掘身边微小的社会需求，

用行动表达爱心。益和组织参与的

是“安徽志愿者成长基地”项目，成为

安徽地区唯一进入全国前40强的选

手。

40——微公益大赛全国四十强

对话

让一束光照亮一扇窗
受访人：马琼 合肥市三八红旗手、残疾人志愿者

残疾人群体热衷公益，不光是

回报更是为了示范和证明。犹如

一束春光，照进久违阳光的深宅，

带来温暖，也捎去希望。细雨纷飞

的上午，记者走进了马琼经营的小

店，在略显简陋但溢满温馨的小屋

里，马琼向记者细细诉说了自己与

公益的故事。

实习生 马明新 记者 朱玉婷 文

十几岁时，马琼意外受伤导致

截瘫，十多年闭门在家。2005年，马

琼参加了合肥市残联的一些活动，

学习康复锻炼。

在残联的锻炼让她认识了残障

人士读书会陈红艳会长，参加了读书

会，也得到很多帮忙，这时候的她觉

得应该回报社会参加了公益活动。

康复锻炼中接触公益

在合肥市残联康复科，马琼学习

到许多的技能：如电脑技术、插花、编

织、制作一些工艺品等等，还在比赛

中获得了合肥市三八红旗手称号。

今年春运期间，马琼参加了合肥

火车东站为旅客提供服务的“一树阳

光”青年志愿服务行动。“这期间，大

家轮流排班前往，因为残障人士不能

够为旅客提行李，但是可以提供咨询

等相关服务。”

过年也不忘做公益

谈起以后，马琼说，“想去帮助一

些像自己这样的人，让他们出来，教

他们如何锻炼，让他们能够大部分自

理起来，给别人一个榜样。”

谈到工作，马琼介绍说，有些残

障人士有工作，如开网店、给人维修

电脑等等，也有很多人没有工作。马

琼也曾试着自己去找份工作，但由于

行动的不便未能如愿。不过她也没

闲着，自己在家开了个“淘宝代购”。

要给他人一个榜样

记者：做公益这么久，有遇见过

并不那么理解你们的人吗？

马琼：春运期间，在服务过程中，

会接触到不同的人到不同的人。。也会有些也会有些脾气比脾气比

较暴躁的人较暴躁的人，，他们没有搭上车或者车他们没有搭上车或者车

晚点晚点，，都会冲都会冲着我们发脾气。只是个

别，大多数都挺好。

记者：在参与的这些公益活动

中，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马琼：能够帮助到他人感觉到自

己还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为了让更

多的残障人士能融入到社会中来。

对话

那些温暖着我们的“微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