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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之滨，半岛之北，有灵为芝，有屏为
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
一，烟台芝罘近代以来便是繁荣昌盛之地。半
壁山海，一城好人。如今，在芝罘这片古老而
现代的热土上，响彻着孔德娟、安立盛、许振
珊、朴正男等几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他们的
身后，是芝罘区300多支志愿服务队，近7万名
志愿者。他们用默默的付出、坚韧的行动响应
着时代的感召，用质朴、善良、恩慈的言行践
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芝罘好人。

几十年如一日

铸就微公益品牌

1961年，刚满18岁的安立盛拿到了自己第
一个月19元工资，他当即捐出2元。20年前，安
立盛加入了志愿者服务队，将志愿服务彻底变
成自己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如今，72岁的安立
盛仍旧活跃在志愿服务一线，并通过拥有队员
3000多人的安立盛学雷锋志愿者服务大队，带
动身边8000多人学雷锋、做好事。

“安立盛也是芝罘区志愿服务光荣传统的
一个缩影，在几十年发展公益的基础上，芝罘
区志愿服务工作从1994年正式启动，到目前已
经走过21年的历程。”烟台市芝罘区委宣传部
副部长、文明办主任严华说。21年栉风沐雨，
芝罘区志愿服务的每一步，都走得铿锵有力。

芝罘区志愿服务工作有良好的基础，民政
局的慈善义工、团委的青年志愿者、组织部的
双管双责党员、妇联的巾帼志愿者、红十字会
的应急救援服务队、文新局的文艺志愿服务队
等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队长期以来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由于多头管理，各自为阵，难以形成
整体合力。2011年4月，芝罘区成立了志愿服务
指导中心，建立由芝罘区委宣传部牵头，组织
部、团委、民政、教体、妇联、司法等部门和
各街道为责任单位的区志愿服务工作协调小
组，对全区各种类型的志愿服务资源进行了强
力整合。

中心成立后，芝罘区着力打造“善行芝罘·
微公益”志愿服务品牌，并设计了融合爱心、
双手、彩带等元素的志愿服务标识，传播“举
手之劳、日行一善”的“善行芝罘”大理念。
在城区主次干道、大街小巷设立了“志愿者的
微笑是最好的城市名片”等公益广告牌300多
个、遵德守礼牌500多块，营造了志愿服务“时
时可为、处处可为”的社会氛围。通过多角度
的推进和弘扬，芝罘区已把志愿服务倡导为更
多人的自觉行动和生活方式，使志愿服务的涓
涓细流汇成了源源不断的“爱心长河”。

“‘善行芝罘·微公益’是从我们最初提倡
的日行一善中逐渐演变而来的。之所以特别强
调微公益，就是表明我们更看重全民参与，从
小处着眼、从身边做起，让‘人人为我，我为
人人’的朴素志愿服务理念和‘举手之劳、日
行一善’的服务模式深入人心。”芝罘区志愿
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姜国英介绍，芝罘区以“善
行芝罘·微公益”志愿服务品牌建设为主线，按
照“深入持久、常态开展、不断提升”的目
标，在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方面钻研探索，创
新研发芝罘区志愿服务管理系统，“善行芝罘·
微公益”品牌的“蝴蝶效应”进一步凸显，志
愿服务工作实现提质增效。如今，芝罘区已建
立起200多个便民利民志愿服务点，实现了志愿
服务活动的无缝覆盖，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更加方便快捷，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不
断高涨。

坚持三步工作法

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

芝罘区作为烟台的中心城区，常驻人口80
多万人，注册志愿者已达到6 . 8万人，占到总人
口数的8%以上。由于芝罘区拥有良好的志愿服
务工作传统和日益普及的志愿服务活动，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踊跃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中来，
如何组织好、管理好这些队伍，充分发挥各自
优势服务群众是一个关键问题。

据介绍，芝罘区采取了“把好入门关口、
根据特长分类、强化日常培训”的三步工作
法，群众无论通过哪个途径注册，受理单位都

要详细了解报名人员的年龄、工作岗位、技能
特长等情况，然后根据其特长技能和服务意愿
分配到不同的服务小组，如帮贫助困、医疗救
护、法律援助等，注册完毕后，再参加岗前培
训和日常培训，进一步熟悉参与志愿服务的制
度规定，学习志愿服务的常识和技能。通过这
些有力的措施，有效提高了全区志愿者的整体
素质和服务水平。与此同时，区志愿服务指导
中心对原来分属不同部门和系统的志愿者队伍
进行了整合和规范，统筹管理安排，形成了
“区、街、居”三级联动、多部门参与的立体
式组织领导架构，实现了工作任务能够自上而
下、层层落实，各层面又能独立自主开展工作
的良好格局。

“以前在韩国也常参与志愿活动，来了烟
台后就很想利用空闲时间做一些事情。但是刚
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参与，直到后来联系
上了芝罘区文明办，在他们的协助下成立了
‘爱在烟台·中韩友人’志愿服务队，这让我们
做志愿服务方便了很多。”谈起志愿服务规范
化、制度化，芝罘区“爱在烟台·中韩友人”志
愿服务队队长朴正男深有感触。

如今，这支由韩国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已
经发展到600多人，他们中有七八岁的小朋友，
有全职家庭主妇，还有穿着时尚的大学生和头
发花白的老人，虽然有些人中文说得不太流
利，但大家服务起来都非常尽心尽力。他们主
动参加社区公益活动，指导青年学生学韩语，

给社区居民传授韩国泡菜腌制技术，走访帮扶
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受到了烟台市民的欢
迎。

随着“善行芝罘·微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内
容日益丰富，2014年，为进一步推动“善行芝
罘·微公益”志愿服务管理的规范化，芝罘区着
眼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大局，大胆创新，研发
出了科学、高效的志愿服务管理系统。一年
来，经过50多次优化更新，120多次功能拓展，
建立起了全区志愿服务网上管理系统。系统采
用APP软件，通过志愿服务电脑端和手机端同
步管理，不仅实现了志愿者的实名注册和志愿
服务报名参与、活动记录、时间累计、星级评
定，以及志愿服务管理者的活动项目发布、网
上管理、亮点展示等功能，还成功架起了体制
内外的桥梁，拓展了志愿者的招募渠道，实现
了志愿者服务信息异地转移工作，成为芝罘区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的重要载体。目前，
全区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共依托该系统开展活动
500多场次，参与人数达2万余人次，其中，260
多人实现进“星”，志愿服务制度管理水平实
现再提升。

“四大关爱”行动

志愿服务掷地有声

“善行芝罘·微公益”要落地，必须有所行

动。四年多来，芝罘区通过“四大关爱”行
动，以爱心为感召，从小事做起，从群众身边
着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争取把细微的小
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微
公益，大受益。

行动之一是关爱青少年的“四点半学校”
行动。芝罘区在全区优选82个社区，每天安排1
名专职工作人员和1名志愿者，利用社区的“四
点半学校”，对青少年进行作业辅导、人身看
护。目前，加入“四点半学校”行动的志愿者
达860多人。

行动之二是关爱老年人的“爱心假日”行
动。芝罘区组织1200多名志愿者、50多个志愿
服务大队与600多名社区空巢老人结成了“一助
一”长期帮扶对子，在节假日期间上门陪护，
让老人在节日期间不再感到孤单。

行动之三是关爱农民工的“情暖兄弟”行
动。芝罘区组织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局
等部门志愿者成立农民工维权服务队，为农民
工提供无偿法律援助。今年上半年，共协调解
决农民工与用工单位矛盾纠纷30多起，为农民
工讨回工资13万元。

行动之四是关爱残疾人的“美丽天使”行
动。芝罘区组织具有形象设计、策划、文艺特
长的志愿者，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上门进行形
象策划包装，组织参与文体活动，使他们消除
自卑心理，获得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毓璜顶街道大海阳社区地处老旧城区中

心，辖区多为中老年人。社区根据辖区居民需
求，建立老街坊心愿台账，把双管双责党员和
社区热心志愿者分门别类重新组合，推出七彩
志愿服务品牌，即用“赤橙黄绿青蓝紫”构建
起7个特色志愿服务板块，根据居民的不同需求
有针对性地服务，丰富文化生活，解决居民难
题，在社区形成了“七彩服务之花”。地处城
郊结合部的黄务街道，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及
青年志愿者的优势，整合辖区70多个单位的资
源，组建区域青年工作共建委员会，形成了
“联建共建”的整体合力。近年来，该街道组
织大学生和企业青年志愿者开展“志愿维修小
家电”等志愿服务活动200多场次，为居民生活
提供了便利。下辖的富甲社区还专门成立了
“青年志愿服务站”，设立志愿者办公室，实
现志愿队伍正规化、服务常态化、机制长效化
管理。

与此同时，芝罘区还因势利导，搭建起省
市区级文明单位服务社区的爱心平台，辖区浦
发银行、齐鲁证券等省市区级文明单位长年帮
扶辖区220多户困难家庭，其中，圣凯设计院在
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小孟时，不仅定期走访
慰问，更帮助其解决了就学问题；设立“善行
芝罘·微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实践基地40多处，
服务社区、企业、学校、福利院、老年公寓等
不同对象；在全区商场、公园、城管执法亭等
场所设置便民利民志愿服务点200多个。自2013
年以来，各“基地”和“服务点”累计开展各
类志愿服务2000多场次，参与人数5万多人次。

新常态下提档升级

全民公益呼之欲出

新常态下，“善行芝罘·微公益”品牌也开
始顺势而为，提档升级，朝着“半壁山海、一
城好人”的全民公益目标奋进。

2015年，芝罘区委、区政府把志愿服务作
为全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载
体，建立起长效的投入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
在志愿服务队伍活动开展和硬件配备方面给予
相应支持，精准发力，为志愿服务开展创造条
件。

一方面，区级财政每年投入专项资金20万
元，为全区三星以上志愿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为大型活动购买组织活动险，为志愿服
务成效显著的团队和街道拨付资金奖励。另一
方面，各街道园区积极为辖区的志愿服务队伍
解决办公场所，购置电脑、相机等工作设备，
打造志愿服务队伍孵化阵地。通伸街道依托西
炮台党群活动中心，设立志愿服务孵化基地，
提供免费办公场所4间共计150平方米，并配备
办公桌椅、档案柜、电脑等设施，有五支志愿
服务团队到基地安家落户，集中办公。凤凰台
街道在即将投入使用的1600平方米党群服务中
心预留出6间共计200平方米志愿者队伍孵化基
地，作为辖区志愿者组织办公活动场所，并投
入10万元用于装修及办公用品购置。政府的持
续引导，政策支持的有效用力，工作机制的长
效建立以及各项保障措施的不断完善，使群众
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善行芝罘·
微公益”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提档升级，助推
芝罘全民公益时代到来。

好钢用在刀刃上，未来，芝罘区将助推制
度化建设向项目化建设转变，将专项资金通过
支持项目建设的方式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11月16日，烟台下起了蒙蒙秋雨，奇山街
道奇中社区的环卫工人姜文安清扫完片区的垃
圾后，赶紧来到“浓情小站”歇脚、取暖。
“浓情小站”项目发起人、芝罘区道德先锋服
务队队长孔德娟介绍说，“浓情小站”就是为
了给环卫工人提供一个歇脚、饮水，吃早餐、
午餐的场所。“浓情小站”会在盛夏的时候给
环卫工人提供一杯绿豆汤，寒冬给环卫工人提
供一杯热茶，早晨和中午给环卫保洁员热一下
饭，并设立了水池，让环卫工人们洗手、擦
汗，让每一名环卫工人感受到社会关爱和温
暖。

“别看这样一个小站不起眼，但是水费、
电费加起来，每个月也得投入不少。”姜国英
说，“以往，这些花销都靠志愿者‘化缘’。
现在好了，我们通过扶持项目建设，从专项资
金中以奖代补解决钱的问题，为志愿者的志愿
服务解除后顾之忧，迎接全民公益时代的到
来，把芝罘区建设成烟台名副其实的首善之
区。”

首善芝罘：半壁山海 一城好人
叫响“善行芝罘·微公益”品牌，志愿服务引领全民向善

志愿者义诊 交通志愿者

“善行芝罘·微公益”志愿者给福利院孩子送食品

滨海广场

“善行芝罘·微公益”志愿者为群众讲解法律知识“爱在烟台·中韩友人”志愿服务队进社区参加公益活动

“善行芝罘·微公益”志愿者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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