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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志愿服务实践中，存在一个
突出问题，就是经常出现‘扎堆’、‘一阵风’
的现象。”曲波说，根本原因就是志愿服务
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不合理。

“为此我们加强志愿服务项目的筛选、
对接机制建设，统一性与自主性互补联动，
重点建立健全了3+1服务项目筛选、对接
机制，即抓好社区志愿服务、专业志愿服
务、大型活动志愿服务三类项目的‘菜单
式’志愿服务，同时鼓励支持‘自助式’服务
项目。比如，‘文明交通志愿服务’、‘陪空巢

老人过年’等。”曲波说。
“‘自助式’志愿服务，搭建‘志愿服务

供求匹配平台’，推进志愿服务进基层、进
社区、进家庭。”曲波说，比如同一楼里一位
老人上下楼不方便，而同楼正好有志愿者，
这样就可以形成“一对一”的志愿服务对
象，不论是代买菜，还是照看老幼，都属于
志愿服务范围。这样就增强了志愿服务的
即时性、针对性、实效性。”

曲波说，以后烟台将健全志愿者招募
机制，不断壮大志愿者队伍。

杜运海(右一)将买来的苹果梨送给战士。 本报记者 潘旭业 摄

一个已经退伍10年的老兵，依旧有
着浓厚的部队情结。11月初，退伍老兵
杜运海偶然在网上看到原部队所在地
苹果梨滞销，果农损失严重的消息后，
从当地果农手中购买了3600斤。11日，
杜运海将购买的3600斤苹果梨全部送
到了青岛的部队和敬老院中。

11日上午，记者见到了杜运海，已
经退伍10年的杜运海今年31岁，脸上透
着质朴，穿着一件普通的夹克，开着一
辆装满苹果梨的货车来到武警青岛支
队黄岛区中队。车刚驶进部队大院，年
轻的战士们纷纷迎了上来，向来看望他
们的“老班长”表达敬意和谢意。简单寒
暄后，杜运海将运来的苹果梨一箱一箱
地分给了战士们，还不断鼓励战士们要
珍惜当兵的时光，坚守自己的岗位。随
后，杜运海又来到安康敬老院，将其余

的苹果梨全部送给了老人。
杜运海出生在山东高密，2000年12

月到吉林省延边市服役两年。虽然已经
退伍10年了，但到地方后的杜运海一直
有着强烈的部队情结。“退伍后我再也
没去过吉林，但一直很关注当地的事
情。这个月初，我在网上搜索延边新闻
时，看到一篇延边苹果梨大量滞销、果
农损失严重的报道，心里特别难受。10
年前在那里当兵的时候，山里的果农对
我们特别好，便产生了尽自己的一点力
帮助他们的想法。”杜运海说。

根据网上果农留下的电话，杜运海
联系上了当地的一个果农，询问了果农
家里的情况后，当即表示要购买120箱
苹果梨，共计3600斤。通完电话，杜运海
便将钱打了过去。“第三天果农给我打
来电话，说货已经发到青岛了。”

或许是当过兵的缘故，在杜运海的
身边有很多当兵的朋友，每次见到老兵
都特别亲。转眼又到了老兵退伍的时
候，杜运海便产生了将这些苹果梨送给
部队战士的想法。

本报记者 潘旭业

帮服役地果农分忧，给青岛军营献爱心

退退伍伍老老兵兵购购33660000斤斤水水果果送送战战士士

烟烟台台每每1122人人中中就就有有一一个个志志愿愿者者
志愿服务工作实现制度化，经验将在全国推广

“有时间做义工，有需要找义工”，“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在烟台，志愿服务精神日趋普及，参与志愿服务的的良好氛围日渐浓厚，据统
计，约每12个人中就有一个志愿者。烟台探索志愿服务工作的项目化、制度化，保障志愿服务常态化、长期化、规范化，这一经验验将在全国推广。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王晏坤

50多万人参加志愿服务

今年年初，中央文明办志愿服务工作
局局长、社区志愿服务全国联络总站站长
陈瑞峰，带领工作人员到烟台开了座谈会，
到烟台有关单位、社区进行了调研，最后形
成一份针对烟台志愿服务工作制度化的调
研报告。这份调研报告得到中央相关部门
的批示，烟台“志愿服务工作制度化”将作
为典型向全国推广。

最近几年，烟台的志愿者服务工作走
在了全省的前列。省内多场慈善义工现场
会在烟台召开，多个义工项目在全国获奖，
成为烟台志愿者品牌。许振姗、安立盛、孙
丁财等优秀志愿者代表，也在感召着全市
的志愿者一起在志愿的道路上前行。

烟台市文明办第一副主任曲波介绍，
烟台志愿服务工作起步比较早，最早要从
烟台团市委1994年发动成立的青年志愿者

协会说起，到目前已经走过20年的历程。另
外，烟台慈善总会于2005年4月成立，而在
一年后的2006年就成立了“慈善义工分
会”。

他认为，无论是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成
立，还是“慈善义工分会”的成立，成立的时
间在全国都是比较早的，也非常规范。

目前，烟台市经常参加志愿服务的人
数达到50多万人，其中注册志愿者达到
13 . 8万人，登记注册义工4万多人，其中星
级义工1 . 6万人。

烟台全市已设立慈善义工管理中心31
个、工作站126个、项目服务队819个，在安
老、抚幼、助残、济困、公共活动和城市服务
六大方面，打造出了22个服务项目，每年参
与各类服务3 . 6万人次，无偿服务时间60
万小时，目前已累计服务886万小时。

志愿服务不能像“一阵风”

一、建立完善组织运行机制，为志愿服务工作常态化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二、建立完善“爱心文化”培育机制，不断优化志愿服务环境。
三、建立完善招募注册培训机制，推动志愿服务管理工作规范化。
四、建立完善服务项目筛选对接机制，科学合理配置志愿服务资源。
五、建立完善激励机制，不断激发志愿服务工作的价值认同。
六、探索建立志愿服务回馈制度，努力增强“好人得好报”的浓厚氛围。
七、建立完善志愿服务把关机制，确保志愿服务工作积极健康有序开展。
八、建立完善多渠道资金投入机制，为志愿服务工作开展提供坚实保障。

烟台志愿服务工作八项制度

相关链接

志愿者定期清理森林中的垃圾。（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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