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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启动“中华慈善日”系列主题活动

“行走的爱心地图”

再升级！
这条“2号线”邀你加入

1.海曙区集士港镇深溪村
地址：海曙区集士港镇深溪村翁家

2.海曙区望春街道五江口社区五江同舟
地址：海曙区范江岸西路169号五江湾南区41号

3.海曙区段塘街道丽欣社区“幸福里”慈善综合体
地址：海曙区段塘街道南苑街600号、572号（鎏金府

小区南侧商铺）

4.海曙区“善染”慈善点位
地址：海曙区福瑞南路660号

5.海曙区古林镇蜃蛟村
地址：海曙区古林镇蜃蛟村

6.江北区洪塘街道鞍山村
地址：江北区洪塘街道鞍山村

7.江北区侨青慈善音乐厅
地址：江北区慈城镇维拉小镇社区

8.北仑区“幸福丰养”慈善空间
地址：北仑区白峰街道门浦老年房东港新村29号

9.鄞州区甲秀慈善公园
地址：鄞州区甲村村村委会西南方向

10.鄞州区湾底人人慈善村
地址：鄞州区下应街道湾底村

11.奉化区西坞街道蒋家池头村“和美”孝膳食堂
地址：奉化区西坞街道蒋家池头村

12.余姚市麦田公益园
地址：余姚市泗门镇谢家路村戚家路西路92号

13.慈溪市胜山镇胜山头村慈善空间
地址：慈溪市胜山镇胜山头村公园路68号

14.宁海县桑洲镇田洋卢慈善公园
地址：宁海县桑洲镇田洋卢村

15.象山县西周镇儒雅山居慈善驿站
地址：象山县西周镇儒雅洋村

4月19日下午，“大爱甬城·曙善汇海，我们一起
慈善吧”2025年“中华慈善日”系列主题活动在海曙
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通过爱心企业授牌、慈善基金
成立、慈善线路发布等丰富环节，激发市民慈善热
情，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

启动仪式上，宁波慈善文化风景“2号线”正式
公布。去年夏天，宁波慈善文化风景“1号线”一推
出便备受关注，不少市民通过打卡慈善“1号线”15
个点位，沉浸式了解慈善文化。此次的“2号线”，进
一步扩大了宁波“行走的爱心地图”，鼓励更多人成
为慈善行动的参与者、慈善理念的传播者。

宁波慈善“2号线”，聚焦乡村慈善文化体验，将
各区（县、市）特色慈善地标连点成线，帮助更多人
了解宁波乡村慈善文化，呈现出宁波“人人慈善”的
生动图景。

15个点位展现了“慈善+乡村振兴”“慈善+基
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其中，有乡贤反哺、凝聚民心
助力慈善的深溪村，有整合多元力量、打造“慈善+”
乡村治理模式的鞍山村，有创新积分制、推动慈善
生活化的丽欣社区，有以音乐艺术传递慈善和正能
量的侨青慈善音乐厅，还有集休闲与慈善文化弘扬
于一体的田洋卢慈善公园等。

为了更好地推广慈善文化，提升市民的参与
度，宁波市慈善总会（市慈善联合会）还特别推出了

“甬善地图”小程序。这款小程序不仅可以帮助大
家轻松查询宁波各地的慈善文化地标，还可以通过
步数兑换积分，积分又可以用来兑换精美的慈善文
化纪念品。

此外，海曙区民政局也首次发布“慈善服务体
验行”线路。作为今年海曙区民政局打造的3条慈
善地标路线之一，该线路串联起了海曙区10个慈
善空间，涵盖助老扶幼、扶贫助农等多元化服务。

随着出席嘉宾代表共同点亮宁波慈善地图，
2025年“中华慈善日”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情暖百岁老人慈善基金”成立，基
金由三生（中国）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设立，总规模
420万元，专项用于海曙区百岁老人及困难老年群
体的关怀帮扶；与此同时，宁波市振鼎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昱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段塘街道2024
年度爱心捐赠企业登台接受荣誉授牌，还有海曙龙
湖天街的8家商户被授予“爱心商家”称号。

“我们希望用书籍传递希望，让每个孩子都能
拥有平等阅读的机会。”“一山尔”共享书房慈善项
目的负责人在现场分享了项目进程中的温暖。作
为海曙区“曙善汇海·益动空间”计划的亮点，该项
目通过共享书籍与空间，为那些渴望阅读却缺乏
资源的孩子们提供一个温馨的港湾。

“‘慈善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而是一群人
的温暖接力！’这是此次活动我们想向社会传达的
理念，无论是企业的大爱担当、商户的涓滴奉献，
还是市民的热情参与，每一份爱心都在为全社会
公益慈善注入温暖的能量。慈善属于每一位心怀
善意的普通人，属于每一个用行动传递希望的身
影。”海曙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15个慈善地标
带来乡村慈善文化新体验

企业担当、全民参与
让慈善理念深入人心

宁波慈善文化风景“2号线”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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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慈善文化风景宁波慈善文化风景““11号线号线”“”“22号线号线””点位图点位图。。

记者 王思勤 林微微 通讯员 陈琳 殷诗雨 文/摄

十年种春风
一个“双叶”催开
200多名“蒲公英”的故事

在象山县西周镇，“蒲公英心连心
公益服务队”的名字早已成为温暖的
代名词。这支由当地志愿者张双叶发
起的公益队伍，自2023年正式命名以
来，已吸纳200余名成员，累计开展公
益活动 150 余次，服务超 26000 人
次。而鲜为人知的是，这支队伍的公
益基因，早在10余年前便悄然埋入浙
东的土壤，生根抽芽，终成绿荫。

一颗蒲公英种子的萌芽：
从母亲到志愿者的蜕变

“第一次带儿子去看望瘫痪老人
时，他抓着我的手哭得说不出话。”回
忆起2012年的那个夏日，张双叶仍难
掩触动。彼时作为普通母亲的她，本
想带读幼儿园的儿子体验社会活动，
却在推开残障老人住所木门的瞬间，
让公益的种子落进了生命里。

阴暗潮湿的房间里，卧床多年的
王阿伯双腿萎缩如枯枝，5岁孩童的
眼泪与老人颤抖的双手交织成画面，
击中了张双叶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此
后7年，送餐、理发、陪伴就医……这
对母子志愿者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
西周镇的各个角落。

2019年深冬的深夜，一通电话让
张双叶在家庭与公益间面临艰难抉
择。电话那头是一位独居老人突发急
病的求助，而家中正遭遇外婆离世的
悲痛。她带着队员连续三天三夜轮流
值守在老人床前，甚至错过了给外婆
送葬，而这份义无反顾，最终赢得了更
多人的追随。

生生不息的蒲公英：
让公益扎根乡土

2024年盛夏，一场特别的“清凉
行动”在西周街头展开。志愿者们将
260份消暑礼包送到环卫工人手中，
每份都附着手写感谢卡。这是蒲公英
服务队“温度公益”理念的缩影：既有
与宁波海曙中医院合作设立的太阳花
医护基金会，每年为困难群体提供帮
扶，最高治疗费用可达人均4万元；也
有“微心愿认领”这样充满烟火气的关
怀——78岁的陈奶奶通过服务队第
一次尝到智能电饭煲煮的米饭时，笑
着笑着就湿了眼眶。

更令人动容的是公益力量的代际
传递。首批志愿者中，有30多名成员
带着子女加入，形成了独特的“公益家
庭”组合。这种传承正在催生更大能
量：2025年“欢乐进乡村”计划将组织
文艺志愿者深入20个山村，把越剧折
子戏、露天电影这些逐渐消失的乡村
记忆重新带回田间地头。

“蒲公英的种子落地就能生长。”
张双叶望着正在排练端午节节目的志
愿者们，目光柔软而坚定。

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 张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