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洪涛
本报通讯员 麻杰

前不久，在临沂召开的全国产业精准扶
贫现场会上，沂南县“爱心众筹”公益平台
作为一种探索创新的社会扶贫新模式受到广
泛关注。国务院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认为，这
一平台解决了捐助物品捐出来以后怎么办，
以及如何真正发挥作用的全国难题，是一个
人人可为、人人能为、人人愿为的社会公益
平台，机制非常好，可看可学。

“爱心众筹”公益平台运用“互联网+
公益”，实现贫困户需求信息和捐助信息的
共享，同时通过整合公益组织资源和第一书
记、结亲连心干部力量，架起了一座政府与
社会、部门与公益组织、捐助者和贫困户的
连心桥。目前，爱心众筹模式已在全县推
开，共开展众筹活动12次，有1 . 1万人参与捐
助，募集各类物品8 . 7万件，资金320万元。

爱心众筹聚合

全社会扶贫力量

“孩子们都特别兴奋，欢呼着说‘我看
到大海了’，有的鞋子都忘了脱，就往海边
冲。”11月14日，沂南县智圣阳光公益志愿
者协会志愿者尹强对记者说。今年7月，尹强
通过爱心众筹平台组织了两次“圆梦大海”
公益行动，让62名贫困儿童第一次看上了大
海。孩子们用的泳衣、泳帽，甚至来回车
辆，都是通过这个爱心众筹平台募捐来的。
“我们前不久还举行了‘情暖金秋，关爱天
使’走进沂南特殊教育学校活动，依托爱心
众筹平台，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到我们的大爱
行动中来。”

尹强所提到的沂南爱心众筹平台，自今
年7月开始运行，运作“原理”是：在线上设
立爱心众筹网站，在线下设立爱心超市，实
行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当结亲连心干部、
驻村第一书记了解到贫困户的需求后，便可
通过爱心卡，在爱心超市或者爱心众筹平台
网站，用较为低廉的价格为贫困户购置所需
物品，由邮政物流公司配送到村级服务点，
再由村扶贫理事会发放到贫困户手中。

平台筹建以来，吸引了当地蒲公英、顺

风车等8家社会公益组织进驻，志愿者们无偿
提供分拣整理、物流配送等志愿服务，先后
组织了送医疗健康下乡、为贫困老人配眼镜
等活动21次，协助收取派送认捐认购的各类
物品15700余件。

1 . 8万贫困户

收到急需物品

今年中秋节前一天，沂南县苏村镇联兴
村第一书记刘晓辉来到爱心超市，为她帮扶
的24户贫困户购买了书包、导盲杖、手电
筒、月饼等捐赠者各类物品。在柜台用爱心
卡刷卡结账后，刘晓辉当天就将所有物品送
到了这24户贫困户家中。几天后，刘晓辉再
次来到爱心超市，在“爱心众筹贫困群众需
求统计表”上如实填写了每位贫困户实际领
取的物品，并签上自己的名字。

今年64岁的刘序杰是刘晓辉帮扶对象中
的一位，他与老伴儿夏庆美都患有先天性失
明。“头几天晓辉就来到我家，问我俩想要
什么？这不后来就给我们送来了导盲杖、收
音机和月饼，可把我俩高兴坏了。”

作为连接第一书记与贫困户的中转站，

爱心超市集捐助物品接收、清洗、消毒、熨
烫、分类、发放，安置部分贫困对象就业等
职能于一体，“开业”后，每天都有第一书
记或者结亲连心干部来这里为贫困户选取他
们需要的物品。爱心超市中的物品来自于社
会众筹，作为一个爱心中转站，实现了旧物
易主，解决了部分贫困村民的生活所需。

爱心超市中的众筹物品实行爱心价销
售，服装类不超过2元，其他物品一般不超过
10元。对价值较高的物品，如轮椅、大家电
等，实行贫困户个人单独申请、结亲连心干
部认定、众筹平台审核配送的方式。目前，
共有1 . 8万贫困户收到了来自爱心超市的物
品。

引入爱心单位

义务管理爱心超市

“最近几天，我们在加班加点对爱心卡进
行更新换代，更新后，不仅会显示贫困户和帮
扶干部的各项信息，而且为贫困户购买的物品
也可录入系统。”张丙娟是沂南县东方超市的
一名老员工，今年8月调入爱心超市负责运
营，“我们公司是作为爱心单位义务进驻的，
公司选派了我们三个人负责爱心超市日常管
理。”

沂南县爱心超市也于今年7月正式建立，
由慈善总会负责管理，沂南县东方超市负责
运营。张丙娟告诉记者，爱心超市有一套完
善的运行机制，所有物品在清洗消毒、衣物
熨烫后，统一入库，第一书记、结亲连心干
部在选购后，会做物品登记，同时，县扶贫
办会定期展开抽查，确保贫困户如实收到。

11月14日，在沂南县爱心超市仓储工作
区内，记者看到，来自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的
实习生杨岳翰正在对一件众筹来的女士裤子
进行贴码、电脑编码入库，这样一件衣物就
完成了前期所有工序，只等从爱心超市上架
了。记者看到上面清晰标示着“女士裤子，
中码，车振华捐赠”等相关信息。

为让爱心捐赠来的物品用到真正需要的
人身上，让捐赠者放心，沂南县建立了捐赠
物品信息查询机制，将爱心物资情况全部录
入仓储管理系统，实现众筹物资登记、整
理、发放透明化运作。“对众筹来的物品我
们会全部编码入库，捐助方可以查询到自己
的物品捐助给了哪位贫困户，实现了捐赠物
品全程可查询、可追溯。”沂南团县委书记
刘艳芳对记者说。

爱心超市在用工上，采取政府购买公益岗
位的方式，优先雇用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员或
其子女，负责捐助物品的集中接收、清洗、消
毒、整修和分类等工作。目前，共雇用了周边
村庄15名贫困人员，每人每月可增加收入1000
元以上。

本报通讯员 万照广
□本报记者 张环泽

11月14日上午，枣庄市薛城区四季菁华社区办公室
内，凤鸣志愿者服务中心主任马安伟正忙碌着策划一个

“让爱走遍全程”公益项目。经过半年多的专业孵化，这支
总人数已达100多人团队的公益梦想如今变得更加清晰。

2013年，马安伟和几个朋友凭借一腔热情和共同的
兴趣爱好，凑在一起组建了一支志愿服务队。“开会、活动
一直没有固定场所，总像打游击，没有归属感。俺们也不
懂团队管理，更别说志愿者的权益维护啦。”马安伟坦言，
这些困难和问题成了他从事公益事业的坎儿。

没有办公场所，没有资金来源，没有硬件设施……采访
中，记者了解到，这曾经是许多公益性“草根组织”面临的共
同尴尬。而在薛城区，随着社会组织孵化园的建设和启用，
这些问题迎刃而解。据园区负责人高培培介绍，目前，薛城
区社会组织孵化园已经有12个社会组织进驻，涵盖了助老
助残、法律援助、文化娱乐、扶贫济困等多个领域。

“很多民间公益组织都是自发的，具有草根性。尽管
这些公益组织平时也活跃在城市农村的各个角落，但是
由于没有获得合法地位，很多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这也是
很多公益组织工作无活力、活动无保障，甚至沦为僵尸组
织的重要原因。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草根组织的能量为
社区服务，成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迫切需求。”薛城区
民政局局长高庆果对记者说。

为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短板，最大限度地发挥“草根组
织”的能量为社会服务，2015年1月，薛城区投资120余万
元，将民政局办公辅楼改造成为全市首家社会组织之
家——— 薛城区社会组织孵化园，按照“城乡一体”原则，推
行“进驻—孵化—评估—出壳”的工作模式，为进驻组织
免费提供办公场地、办公设备、免收物业费、水电费等扶
持，对萌芽型、初创型、引领型三类社会组织进行为期两
年的重点孵化培育。同时，根据各入园社会组织自身特
点，量身定制孵化方案，帮助草根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实
现独立营运并开展和参与社会民生服务。

2016年5月份成立的奚仲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进驻
孵化园的社会组织之一。进驻孵化园后，团队不但有了免
费的办公场所，还得到了“量体订做”的能力建设、注册辅
导、财务托管等专业服务。该组织志愿者由当初的5人迅
速发展壮大到近200人。该中心社工刘晓菲介绍，入了园
就好比有了家，可以经常接受培训，不定期举行公益沙龙
论坛，培训交流的范围涉及业务知识、管理知识等，最难
得的是，与其他公益组织同在一个办公楼，实现了资源共
享、信息共享。短短半年多时间，中心已经开展了60多次
活动，这些公益活动几乎涵盖了为老服务、助残服务、青
少年服务、救助帮困服务和其他为社区居民服务等所有
的公益范畴。

园区工作人员胡从芳告诉记者，一年多来，孵化园作
了许多尝试：将和民生贴近的社会组织注册金“门槛”由
30000元降低至5000元，举办了全区首届公益创投大赛，对
政府购买服务进行项目评审；开展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工
作……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使民间公益社会组织在
参与社区服务、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更加专业
化、规范化。

以财政资金小杠杆撬动民间力量来办好社会大事业、
解决好社区民生大问题,是薛城区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探索。
采访中，记者获悉，截至目前，该区已签订了总额33 .5万元的
社会工作购买合同。通过公开评审，将全区老年人养老、青
少年成长、婚姻家庭矛盾调处、留守儿童管护教育等社会服
务工作外包给陶庄镇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6家民间公
益社会组织，直接受益人数共计168人，间接受益人数达1200
余人，惠及4个镇街所辖26个村居的群众。

进驻孵化园的临城街道家庭服务业协会是今年首批
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草根社会组织之一。他们实施的“四点
半课堂”，主要是免费为社区困难家庭儿童尤其是留守儿
童，下午放学后到亲属下班前这段时间提供课业辅导、免费
托管。“虽然只是一个50000元的政府服务项目，我们一步一
个脚印扎实地干，这样今后才能购买更高层次的服务项目，
为更多的人群服务。”该组织负责人何锡森介绍说。

沂南探索捐助有平台、需求有服务、帮扶有依托的社会精准扶贫新格局———

当爱心众筹遇上精准扶贫

在孵化园内培育壮大规范提升

薛城：草根公益组织
助力社区民生建设

精准扶贫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但是社
会各界参与扶贫的时候往往缺少精准，所以
我们需要搭建一个平台。爱心众筹平台作为
一个创新举措，有效整合了广大社会爱心人

士、各类慈善资金、公益组织等社会资源，让建
档立卡的贫困户受到精准关注，围绕他们在生
产生活上的需求精准捐赠，精准帮扶，实现了
有效对接和社会资源的精准配置。

■书记点评

精准扶贫的新探索
沂南县委书记 姜宁

□王洪涛 报道
在沂南爱心众筹超市，结亲连心干部正在为自己帮扶的贫困户选购所需物品(资料

片）。

关键词：众筹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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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取暖季用上“洁净煤”
茌平推行农村“减煤换煤”，4万农户实现“绿色供暖”

枣庄市薛城区奚仲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志愿
者在为社区老年人义务健康体检。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郑兆雷 报道
本报茌平讯 “这蜂窝生意快做到头

了！”11月17日上午，茌平县贾寨镇冬梅蜂
窝煤加工点，“煤黑子”郭百杰一见记者就
把头摇成了“拨浪鼓”。

往加工点深处走，煤堆似小山，库房满
蜂窝，鲜有顾客来，不禁让人好生纳闷：大
冷的天，为啥蜂窝不好卖？

年过四旬的郭百杰，从事蜂窝生意二十
多个年头了，他坦言，县里推行“减煤换
煤”后蜂窝煤销量就直线下降：2012年，农
村开始集中供暖，“冬梅”客户最集中的贾
寨镇耿店、肖庄镇落角园两个农村社区率先
安装地源热泵，1000余户村民取暖不用丁点
煤，烟煤销量锐减500多吨；今年，贾寨镇又

针对取暖的散户推广“洁净型煤”，结果他
家烟煤再创新低，入冬至今竟然销了不到30
吨，仅是最好年头的1%。

县里为啥对“减煤换煤”上心？县环保
局一位王姓副局长解释，每年取暖季雾霾频
发，其中民用散煤是影响因素之一：民用散
煤二氧化硫排放浓度几乎是电厂燃煤排量的
10倍，粉尘排放浓度是电厂的100倍。而改变
农村供暖方式、优化农村能源结构，则是提
升群众生活品质、打赢“减霾战”的一项好
措施。

2013年，茌平“减煤换煤”的步伐开始
加速。他们采取“四点”（政府拿一点、集
体投一点、企业出一点、群众筹一点）的方
式，累计投资1亿多元，新铺20余公里的供热
主管网及二级管网，新建或改造二级换热站

10多处，将20多个城郊村纳入城市供暖的范
围，全县已有1万余农户彻底告别小煤炉。对
不具备集中供暖条件的“散户”，该县重点
推广“洁净型煤”。今年，该县设立专门资
金，对“洁净型煤”的生产、配送、使用，
分别按投资额的30%、每吨40元、每吨200元
给予补贴，全县已在14个镇街、700余村庄的
3万余户中推广节能炉具5000余套、“换煤”
达到3万多吨。

“减煤换煤”受益最大的是农民。博平
镇季郭村村民谢凤凤家的温度达到22℃，穿
了件薄毛衣的她告诉记者：“过去，每年
2000多元的蜂窝，家里都脱不下棉袄；现
在，90多平方米的楼房取暖费1000元露头，
就很暖和了。”振兴街道马沙村村民刘在江
也深有感触：“以前的冬天，院子里堆满煤

球，每天家里烟雾缭绕，窗台上总会落一层
煤灰。用上环保煤后，呛鼻子的味道没了，
黑烟变成白烟，用煤量减少一成，温度却提
高好几度。”

卖不动蜂窝的“郭百杰们”并非没有出
路。不久前，郭百杰就与人合伙注册了“百
杰洁净煤销售公司”，准备停售烟煤改售
“洁净煤”。截至目前，像郭百杰一样转型
“洁净煤”的煤老板已有32个，另有52个煤
老板关闭煤场转行他业，一些违规超标的则
依法关停。

“减煤换煤”换来空气改善。据测算，
今年通过农村“减煤换煤”全县至少节省标
煤3万吨，减少灰渣(含粉煤灰)排放量1 . 329
万吨、烟尘排放量1 1 8 6 . 5 2吨、SO 2排放量
1620 . 79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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