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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沈良/文

南通市慈善总会副会长

为什么要建设慈善之城？

慈善是根植于中华民族文
化基因的优良传统，在帮助困难
群体 、助推社会全面发展 ，尤其
是实施精准扶贫方面具有积极
的意义。 慈善之城的建设，不仅
是对优良传统的继承，更是突破
和创新； 同时在弘扬先进文化，
鼓励个人和企业担当社会责任，
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将
产生更加强大的作用力。

现代中国，慈善之城的建设
在引领整个社会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 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引导社会向上、向善，凝聚人
心 、稳定社会等方面 ，也将发挥
积极而强大的作用，是文明建设
的有力抓手与切入点。 建设慈善
之城， 不仅让城市生活有温度，
更让城市发展有高度。 一方面，
可增强城市吸引力，促进经济发
展，尤其对旅游休闲产业更有感
召力 ；另一方面 ，也让市民感受
到社会的温暖与和谐，从而安居
乐业，增强归属感和向心力。

慈善之城的 8 个建设标准

从慈善的实践来说，慈善之
城的建设可从八个方面入手，一
级指标体系为八个，再进一步延
伸出二、三级指标体系。

1.慈善捐赠
慈善捐赠体现慈善的社会

参与度和慈善的救助能力，是评
价一个慈善城市建设的重要指
标。 在慈善捐赠的指标体系上，
可设置捐赠对象和捐赠方法这
两个二级指标，进而各自设置三
级指标，比如捐赠对象可以分为
企业、机关、学校、社会、个人等；
捐赠方法可以分为大额捐赠、大
额冠名基金、 小额冠名基金、一
日捐、随意捐、网络捐等。

2.慈善救助
慈善救助体现了对社会的

关心程度和对困难群体的补偿
程度， 这也是慈善的本来意义。
慈善救助可根据 《慈善法 》的有
关内容设置八个二级指标，比如
助医、助老、助困、助孤、助残、助
学、助文、助创。

3.慈善宣传
慈善宣传对于慈善理念的

传播 ，慈善文化的弘扬 ，慈善实
践的推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 在慈善的实践活动中，慈善
宣传做好了，慈善的理念根植在
市民心中， 慈善捐赠就有效力，
慈善救助就有成果。 慈善宣传的
二级指标体系，可以从慈善宣传
的形式 、慈善宣传的队伍 、慈善
宣传的保障等方面进行设置。

4.慈善组织
慈善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是

慈善力量强大的一个重要内容，
慈善组织强大了， 慈善的捐赠和
救助都会强大。 在慈善组织的二
级指标体系上，可以从横向、纵向
和立体三个层面来设置指标体

系， 慈善的纵向组织主要是指各
级向基层延伸的慈善组织， 慈善
的横向组织主要指各级慈善分会
的发展， 慈善的立体组织主要是
指慈善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5.慈善志愿
慈善志愿是慈善工作的一

个重要范畴，有了慈善志愿者队
伍 ，慈善的力量才会强大 ，慈善
对困难群体的帮扶，才有现实的
载体和力量。 慈善志愿者队伍需
要培育与发展，通过慈善组织的
建设来让慈善志愿者队伍更强
大、更专业、更有活力。 慈善志愿
的二级指标可以从志愿者队伍、
服务内容、服务平台三个方面去
设置指标体系。

6.慈善保障
慈善保障是慈善工作得以

持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慈
善保障的二级指标体系可以从
政府的支持力度、政策的保障力
度、 社会的监督力度三个方面，
来设置指标体系。

7.慈善设施
慈善设施是市民接受慈善教

育的一个重要载体。 慈善设施既
是开展慈善工作的阵地， 又是市
民参与慈善的场所。 慈善保障的
二级指标体系， 可以分为慈善工
作阵地、慈善标志建筑等方面。

8.慈善平台
慈善平台可提供更多的机

会让慈善工作者与社会互动，慈
善平台的建设具有很多创新性
的内容。 在实践中，慈善平台的

二级指标体系可以从服务平台、
捐赠平台、慈善创新发布平台等
多个方面考虑。

慈善之城如何落地？

慈善之城建设是一个崭新
的课题，这个活动的开展需要有
力的指导和专家们的帮助，以及
相关部门的参与 。 建立主管部
门 ，健全专家队伍 ，完善指标体
系，便是一项重要任务。

明确主管部门。 慈善之城的
建设，在探讨、建设、推进过程中，
应有一个主管部门进行系统性的
指导和推动， 相关部门也应该担
起职责，主动作为，相互沟通，把
慈善之城建设落实到位。宣传、民
政、工商等部门，把群众的力量凝
聚起来，把部门作用发挥起来，落
实相关任务，达到相关要求，检查
督促工作的顺利进行。

慈善之城在建设过程中 ，应

重视理论研究， 建立专家团队，
进而更好解决实践层面的问题。
广州慈善会以及很多城市的慈
善总会联合进行“善城”研究，是
个很好的办法，期望能够在专家
队伍建设上发挥强大作用。

慈善之城的建设，确实需要建
立系统规范的体系，目前各地都在
积极探索中，希望相互之间能够积
极交流、沟通，一起贡献智慧，推出
一个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建设体系，
引领慈善之城健康发展。

有效的激励机制，对慈善之
城的建设也是重要的助推力量。
积极开展慈善宣传加以奖励，慈
善捐赠到位进行表彰，慈善志愿
有为给予鼓励。 同时对各种违反
《慈善法》的行为也应加以惩戒。

慈善之城建设是一个功德
无量的大好事 ， 全社会共同参
与 ，全民众共同努力 ，让慈善之
光照亮我们的生活。

（据《善城》杂志）

建设慈善之城的八个标准

“我们最开始服务的时候，
都是我们的员工设计好活动，看
上去非常丰富非常好。 ”但青年
们并不买账，他们不愿意进活动
室、满院子跑，有外出活动也不
好好跟随。

后来，冯璐放手让他们自己
设计活动，工作人员只做必要的
支持。“你就发现没有人在（活动
室）外面瞎跑了。 当他的生活掌
控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他没那么
焦虑了，情绪也更加稳定了。 ”

“你不能因为他是一个障碍
者，就剥夺他的这些权利，然后
美其名曰我是为了你好。 ”回顾
支持心智障碍青年的经历，冯璐
这样总结。“权利一旦还给他，他
是最容易一下就能领会的，因为
他得到自由了。 ”

【融合】

“谁的成长没有伤害啊？ ”李
红感叹，当监护者选择放下过度
保护和过度替代的“重担”，将选
择的权利归还给孩子，并坚定地
维护他们的权利，社会中也将有
更多人开始选择正视和接纳。

十六年前，在广州，曾有一
位名叫戴榕的母亲带着她的儿
子， 一个典型的中度自闭症儿
童，给学校的校长、老师、班里每
个同学的家长、社区保安和公交
车司机都派了一封信。

在信中，这位母亲向所有人

解释了儿子作为自闭症的特点
与困难：“我很希望他能够被学
校和班级接纳。 如果我儿子影响
和打扰了您的孩子，不管在什么
时间，请第一时间联系我，我一
定积极介入， 但同时我也希望，
您愿意引导您的孩子去接纳我
的孩子。 ”

她的儿子一直从普通小学
读到了职业高中， 今年已经 23
岁，依然是典型自闭症。 他在社
区中生活，有时会无偿帮面包店
送面包，帮花店送花。 他的同学
还与他保持着联系，小学聚会也
不忘邀请他。

类似的尝试也正在全国各
地落地。 在北京南边的丰台区，
冯璐和同事们自 2013 年开始，
协助了一批又一批心智障碍者
青年去往普通社区中自主生活。
故事通常从一处合租房开始，几
位青年拥有各自的房间，他们平
时去上班或去利智活动，晚上又
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通常周末
回一次父母家。

“我们一般都是先由智力障
碍的青年人‘入场’，建立良好的
社区关系，自闭症青年才慢慢进
入。 很多智力障碍的青年人情商
很高。 ”

“第一次带青年人进入社
区，我们的社工除了支持青年人
去做社区、物业、楼门长、保安、
邻居的拜访外，还会和青年人讨
论在社区里看到其他人怎么打

招呼。 后来，我们去社区的青年
人，哪怕是没有语言的，也会微
笑着和他人点头。 ”

入住的青年还在冯璐和同
事们的协助下开始在社区里做
志愿者，主动清扫老小区的卫生
死角，在不同的节日邀请社区党
员和居民一起做月饼、 包粽子，
还做了环保手工皂免费送给居
民，邀请他们一起参与制作。

“渐渐地，社区的人就看到，
这些青年人其实很厉害，有自己
擅长的事情。 ”邻居们开始放弃
偏见，青年人则开始独自去社区
里买菜、买米面，去下馆子顺便
学习用餐礼仪， 与社区的人说
话、来往，学会自己管理钱，学会
敲开邻居家的门请他们帮忙修
东西。

“自主生活并不是独立生
活。 我们每一个人都没办法独立
生活，都需要别人的支持。 ”冯璐
解释。

多年来，她通过自主生活的
试验，看到了心智障碍青年身上
的可能性：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
参与空间，学着如何掌控自己的
生活，他们也将不断学习如何与
社会相处，拓展和建立自己的社
会资源网。 他们可以拥有更高品
质的生活和人生。

【同一个世界】

李红不经意间踏入残障支

持领域，12 年来转战了不同职能
和机构，始终感受着这个领域的
艰辛和挑战，却再也没离开。

留住她的不仅是因亲近而
产生的感情。“残障看上去像是
比较特殊化的领域，但实际上它
所倡导的价值观都是主流的，都
是关于你怎么去看待生命的尊
严， 怎么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怎么理解什么是平等，什么
是融合，什么是多元。 ”

她说起戴榕给校长、 老师、
家长的那封信，信的最后有这样
一句话：“我相信他们在一起生
活长大，您的孩子也会成为一个
更完美的人。 ”

那所小学的校长曾在毕业
晚会上特别提到戴榕的儿子。
“我们学校因为有了张峻绮同
学，我们这些孩子可以成为更优
秀的人。 他们将来无论成为市
长、成为医生、成为律师、成为记
者，他们都因为从小接触过这样
的一个人，相比那些没有接触过
的人，将来会对这个群体有更多
认识，他们会更懂得去爱别人。 ”

“其实不是仅仅为了这个群
体。 残障议题特别能放大人性的
善，也容易放大人性的恶，特别
能彰显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
李红这样总结。

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些儿
童他进到普通学校是他的权利
还是是他的错？ 如果是他的权
利，这个权利的保障又如何不伤

害到其他儿童的受教育权利？ 学
校的资源配置和机制有什么问
题？ 这就反射到我们国家的资源
配置，普通学校里没有懂特殊教
育的老师。 ”

那次关于集体活动的争论
最后， 李红给儿子提了一个建
议：“下次集体活动分组的时候，
能不能你主动跟老师举手，说你
可以跟他一组？ ”她明白，无论是
资源配置还是权利意识倡导，都
不是一天或一年就能达成，但她
想至少先让自己的儿子真正意
识到， 那位智力障碍的同学，与
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

冯璐则谈起了自己的“职业
倦怠”。 去年 10 月，她曾一度因
觉得自己阻碍了机构的发展而
烦恼，可没多久后，她就收到了
那张索赔 15 万元的律师函，为
此忙碌了近半年，目前仍在努力
推进。

“越是这样越要带障碍者出
行。 ”冯璐想让更多人知道，尊重
应该是互相的，“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需要， 有这样的群体在，你
就是不应该在公共场所那么大
声讲话。 ”

“我要感谢士明，他就是天
使！ 他让我觉得当下有太多事情
要做，我一定要留在机构。 ”她变
得更坚定，“这根本就不是个体
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障碍。 我们
要改变的，是这个环境。 ”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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