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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市以“中华慈
善日”为主线的各类慈善文化活动
开展，“让慈善融入生活”的标语深
入人心。

“让慈善融入生活”是陈述句，
但“如何让慈善融入生活”却是疑
问句，也是我们这些年探索的方
向。周忠贤说，“早些年，我们更看
中慈善的具象功能，直接为困难家
庭提供经济支持；后来，随着国家
保障部门的各项托底政策日益完
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
们开始尝试服务帮扶，譬如提供政
策普及、法律援助、助老服务、文艺
演出等。慈善是一项全民行动，汇
聚社会向善的能量，不仅需要党和
政府的引导、爱心企业和人士的支
持，更需要普通市民的参与。所以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打造了一个
IP——设计了宁波首条慈善地标
打卡线路。”

去年6月，周忠贤口中的“宁
波首条慈善地标打卡线路”——
宁波慈善“1号线”正式发布。据
悉，“1号线”包括线上线下两部
分，其中线下由我市15个最具代
表性的慈善点位组成，包含北仑
区红联社区“阿拉的家”、鄞州区
鹂西走廊、海曙区万安社区乐活
老闺蜜咖啡馆等，线上则是包含
55 个慈善地标的“扩展版”打卡
地图。

“1号线”的发布一瞬间成为漫
步城市的新风尚，吸引了无数市民
前往打卡。这里有宁波“最老”的
咖啡馆——万安社区的“乐活老闺
蜜咖啡馆”；有月月向困难家庭及
孤寡老人捐赠爱心菜的“新浦菜
场”，也有渴了能喝到凉茶，累了能
歇歇脚，可以免费测量血压的“霞
浦街道慈善街区”等地方。

“逛吃在宁波城市街头，感受
慈善文化，我感觉非常有意义，也
很潮流。”00后王女士告诉我们，
在她的印象里，慈善是一件很严
肃的事情，需要时间和资金。但
她现在意识到，感受慈善氛围、聆
听慈善故事、学习慈善知识也是
一种善行。

“我们需要把市民的积极性调
动起来。让市民主动参与慈善活
动，分享慈善故事，传播慈善力量，
是我们全方位营造‘人人慈善’氛
围的重要一环。今年，我们将打造
更多的场景和空间，让慈善的热度
温暖甬城。”周忠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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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
市慈善总会（宁
波市慈善联合
会）最新发布的
数据显示，全市
慈善捐赠达到
21亿元，慈善信
托累计规模已
经超 4 亿元，居
全 国 城 市 第 4
位，“中华慈善
奖”“浙江慈善
奖”获奖数量居
全国全省前列。

2018 年 市
慈善总会增挂
市慈善联合会
的牌子，率先在
全省完成了设
区市慈善总会
的 转 型 升 级。
近年来，宁波市
慈善总会（宁波
市慈善联合会）
在制定行业规
范、加强行业自
律、弘扬慈善文
化等方面日益
加强，取得了一
定的进展。

2024 年 ，
宁波市慈善总
会（宁波市慈善
联合会）在党和
政府的领导下，
围绕高水平建
成“人人慈善标
杆区”“善行浙
江”金名片试点
工作，充分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
多维度发力，为
甬城慈善事业
注入了新的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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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宁波市慈善事业
促进条例（修订）》正式实施，这
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修改后，《宁波市慈善事业促进
条例》的一次新修订。而早在
2011年宁波市就出台了全省首
部、全国第二部慈善领域地方性
法规——《宁波市慈善事业促进
条例》，把我市慈善事业纳入法
治轨道。

“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
事业的蓬勃推进既离不开广大
市民和爱心企业的大力支持和
热情参与，更离不开体制机构的
建设、法律制度的保障。”宁波市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慈善组
织要发展，归根结底要形成稳健
的行业秩序。目前，宁波的慈善
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
需要通过《条例》修订以法促善，
持续激发慈善动能。本次的条
例修改优化了一系列支持、促进
慈善事业的发展措施，在慈善文
化、慈善信托、慈善监管等方面
明确了规范慈善活动的要求。

2024年，宁波市慈善总会
（宁波市慈善联合会）还开展了
“慈善行业人才培养高级研修
班”“慈善法专题学习培训班”等
活动，依托“宁波慈善”微信公众
号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线上学习有奖知识竞答活
动，多维度培育慈善从业人员、
爱心企业（市民）的规范意识，推
进慈善事业稳健发展。

扬帆久久慈善基金会的忻
丹凤告诉我们，在去年3月她
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培训，该法规的出台为慈善
事业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法律
依据，有助于提升从业者的法
律意识和实际操作能力。在微
信公共平台参与“有奖竞答”活
动的王女士则表示，活动不仅
能增加慈善知识，还有机会获
得奖品，非常有趣。

此外，2024年，宁波市慈善
总会（宁波市慈善联合会）还配
合相关部门推进“浙里有善”宁
波慈善募捐和慈善项目全周期
管理应用场景建设，通过数字赋
能，强化慈善活动全过程闭环管
理，确保慈善活动公开透明、规
范有序。据悉，全市慈善组织全
面实施“阳光慈善”工程，在“慈
善中国”“浙里有善”平台实名注
册率、信息归集率均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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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宁波市首届慈善事业助力共
富先行项目大赛决赛圆满落幕。“一户一棚”

“暖暖的新家”“乐活老闺蜜咖啡馆”等涵盖
慈善领域老年人助餐、困境儿童关爱、大病
患者帮扶、低收入人群就业、困难家庭环境
改造的20个品牌项目脱颖而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此次大赛是
宁波慈善事业助力特弱群体发展过程中的
一次大迈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宁波市慈
善总会（宁波市慈善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周
忠贤告诉我们，“以往我们的项目关注点在
受助对象的生活照料上，而现在我们更加关
注他们（受助对象）自身能力的提升，以及社
会融入的程度。”

获得大赛金奖的“一户一棚”是慈溪市
残疾农户及低收入家庭互助共富的慈善项
目。“我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人撑把伞。”这
是项目发起人余志明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1966年，2岁的余志明不幸患上了小儿
麻痹症，右手落下了残疾。一直到现在，他
的右手也只能小幅度活动，提不了重物。因
为自己也是残疾人，余志明能够体会到身体
残疾对生活工作带来的不便，深知残疾群体
更需要有人去关心。

2021年，在慈溪市慈善总会的支持下，
余志明发起“一户一棚扶万元”项目，为低收
入残障农户免费搭建大棚。截至2024年
底，已帮助近20户农户完成搭棚种植。慈
溪市桥头镇五丰村的陈永良家庭是“一户一
棚”帮扶项目的首批受益者，他的妻子、儿
子、儿媳都是聋哑人。自2022年余志明为
陈永良家搭建大棚后，这两年，陈永良一家
的收入已大幅增加。

“助餐骑手”是镇海区澥浦镇的一个助老
项目。该项目的最大特色是一群平均年龄超
过了60岁的老年义工，他们骑着助残车，穿梭
在乡村的羊肠小道和狭长的弄堂中，为高龄、
独居困难的老人送去热腾腾的饭菜，解决了老
年助餐服务在农村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58岁的方雅萍是镇海区觉渡村的一名
“助餐骑手”，她说，每个人都会变老，相比于
高龄老人，自己还算年轻，在家也是闲着，过
来帮忙送餐。

“如何让老人发挥余热，展现银发风采是
社会结构人口老龄化的重要议题。该项目既
最大程度地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吃饭难问
题，又激发了老人的内在价值，实现了社会效
益与个人价值的统一。我非常看好这个项目，
也愿意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支持。”
项目大赛现场的一位爱心市民告诉记者。

据周忠贤介绍，2024年，首届慈善事业
助力共富先行项目大赛是对历年慈善项目
开展成效的阶段性总结。近年来，部分慈善
项目经过培育、探索和发展，已经慢慢成熟，
并成为区域优势项目。我们通过比赛，让做
得好的项目被企业、基金会和爱心人士看
到，为项目链接资源，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慈
善事业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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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城慈善谱新篇：
汇聚众力，
共筑 城城大大爱爱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