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十六里河→大饮马→搬倒井→遥墙镇→彩石镇

““泰泰山山””在在流流浪浪中中救救助助上上万万只只

编者按

新时代下，“雷锋”
这个词已被赋予新意。
在保留最淳朴的道德
行为下，社会发展促使
学雷锋从小事件延伸
至大服务，基于善良而
发的社会公益组织涌
现。这些公益组织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工
作上的不足，并成为社
会的一股正能量。

本报选取的这五
个不同公益组织的形
成、发展、现状各不相
同，但亦有共性。透过
这些，可以看到百姓对
民间组织认知的缺失。
而公益组织面临诸多
问题的背后，亦是起步
阶段经济基础的缺乏
和社会支撑度的不足。
但就像雷锋精神的延
展一样，未来可期。

爱小动物的志愿者们：把副业当成了主业

今年32岁的“师兄”目
前在一家装饰公司工作。但
泰山小动物保护中心副会
长倒更像是他的正职。“师
兄”这个名字就是他在中心
QQ群里的昵称。

“我2008年加入了群。”
“师兄”介绍，“泰山”是山东
省第一家省级民间救助收
养小动物的慈善机构，也是
由山东省民政厅、省畜牧局
审核注册的一个典型NGO
(非政府组织)。但无论是会
长、管理员还是志愿者，几
乎所有的人最初都是通过
加群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式

成了泰山中心一分子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成员之间习惯彼此直接称
呼群里的昵称：“狼婆”、

“lady王”、“枫色”、“师兄”、
“美妞”……“很多人我们都
从来没听过他的大名，猛然
听到了也不知道是谁。”“师
兄”笑称，“隐去了身份、辈
分，大家都是爱狗人。”

“泰山中心的雏形其实
是志愿者‘秋叶’阿姨的小
收容所。”“师兄”说，那会儿
大约在2006年，总共也只有
十几只流浪动物。而2008年
自己加入的时候，中心已经

有了200多只狗狗，也在张
庄附近有了自己的基地。

“最初只是收留流浪
动物，从2011年4月开始收
纳公安部门收缴的犬只。”

“师兄”说，这让中心的流
浪动物一度激增到了2000
多只，现在则维持在1000
只左右。

庞大的规模也让几个
副会长上紧了弦。最近新基
地开工建设，“师兄”越来越
频繁地奔走在市区、老基
地、新基地之间。“哪个是主
业 哪 个 是 副 业 都 还 不 好
说。”“师兄”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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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峪附近的一片空地上，铲车正热火朝天地开着工。泰山小动物保护中心
副会长“师兄”看着空地，眼前浮现的是流浪狗懒洋洋晒太阳的场景。而不久前他
还望着见底的粮仓一筹莫展。中心搬家让他离把动物保护做成事业的梦想又近了
一步。

不敢想的2013年：蜱虫爆发，粮仓见底

“一只狗一天口粮按1 .5
元算，1000只狗1个月就是4.5
万元。”在“泰山”待久了，张口
就算账成了“师兄”的本能。

“我们也进了疲劳期，老是哭
穷。”“师兄”自己也有点无奈。

尤 其 是 刚 刚 过 去 的
2013年，“师兄”用“不敢想”
形容。“夏天时，由于基地犬
舍潮湿，大面积爆发蜱虫。”

“师兄”说起现在的基地就
要皱眉头，“当时建基地，大
家都没经验。”“师兄”说，工
程队建的犬舍并不合理。

“师兄”介绍，资金的紧
缺难以控制住凶猛的疫情，
发展到后来，志愿者们纷纷
自己掏钱请来大夫，但也束

手无策。
夏天的蜱虫灾害刚过，

冬天就到来了。但这个时
候，“粮仓却见了底，”“师
兄”说，“眼睁睁看着粮食吃
到了最后一粒。”基地的阿
姨们说起来就抹眼泪，但

“师兄”、“枫色”等几个副会
长知道，还不到哭的时候，
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在各种
募捐和义卖中，这个可怕的
冬天终于挨了过去。

与此同时，所有的人也
意识到，现在位于遥墙镇的
旧基地是没法凑合了。事实
上，新基地的选址早在去年
八九月份就定下了，位于彩
石镇。之所以迟迟不动工，就

是因为资金上的巨大缺口。
“靠的还是捐赠。”“师

兄”说，通过中心的四个QQ
群募捐到1万多元，淘宝上
募捐到大约2 . 4万元，管理
员总共捐了2万多元。加上
一些经济能力稍好的志愿
者和社会人士，今年年初，
中心终于凑了20万元。

面对这种“你30我50”
凑起来的建设经费，“师兄”
和几个副会长恨不能把一分
钱掰碎了花。为了买到便宜
的铁丝网，“师兄”和“枫色”
把整个济南跑遍了。最后在
新基地房东的帮助下，市面
上一张190元的铁丝网被他
们用115元的价格拿下了。

想在基地种菜养鸡，用收益养活流浪狗狗

现在，“师兄”不管走到
哪、不管对谁，满口都是新
基地。“师兄”介绍，从雏形
到现在，泰山中心几乎都在
颠沛流离中度过。从十六里
河到大饮马，从大饮马到搬
倒井基地，再到遥墙，直至
规划中的彩石镇基地。或者
因为面积小了，或者因为要
拆迁了，或者因为基地建设
问题……这种搬迁费时、费
力、费钱。“师兄”和现在的
管理员们，都希望新基地能
结束泰山中心的“流浪”。

吸取了旧基地的教训，
新基地选在了通风排水良
好、面积又开阔的地方，也
不像旧基地那么交通不便。
目前，犬舍部分的地面已经
垫平，做好硬化后，也许只
需要一个月的工夫，狗狗们

就可以搬家了。
尽管现在基地还是一片

空旷，“师兄”和“枫色”眼前却
有一个美好的图景。话不多
的“枫色”说起对以后的规划
来头头是道：“希望开展大规
模的认养，那些觉得在家里
养狗不方便的，可以在中心
认养，定期来看望狗狗。”另
外，“枫色”也希望爱狗的人
用领养代替买卖。

“新基地的设想就是以
后不仅要作为无助犬只收
养的基地，更要成为无助犬
只回归家庭的始发站和流
浪动物的福利机构。”“师
兄”说。“我们也都希望得到
认同。”“枫色”说，现在还有
不少人并不了解他们的动
物保护组织，甚至有误解、
有非议。

从现在的新基地建设
开始，“师兄”、“枫色”、“竹
叶”三位主要负责人就形成
了每天写“工程日记”的习
惯，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挂
在中心网站上。为的是不让
每一分辛苦募捐来的钱浪
费，更为让更多人监督下的
泰山中心健康成长。

而他们也共同意识到，
完全靠捐助实在太被动。

“新基地我们要搞生态农副
产品，在场地内种植果树，
进行蔬菜及禽类养殖，不仅
可以丰富狗狗们的生活提
高生活质量，还可以回馈社
会上关心我们的善良人。”

“师兄”看着层次分明的新
基地，有了自己的设想。“必
须把小动物保护当成事业
来做。”“师兄”说。

“师兄”对这片现在看来很荒凉的场地很有信心。本报见习记者 万兵 摄

亲亲子子公公益益：：11++11大大于于22
“蒲公英”传承公益从娃娃抓起

“蒲公英”的花语是“停不了的爱”。蒲公英公益济南
分站于2010年成立，目前已经成为一支成熟的公益团队，
并发展出特殊的亲子公益模式。

本报见习记者 魏新丽 实习生 杨国强

孩子心愿清单看哭成员

蒲公英公益平台正式成立
于2010年11月1日，由志同道合
的几名网友在青岛共同创建。
之后，济南分站也随之成立。

济南站创始人之一非哥回
忆说，最开始建立分站的时候，
只有40来人。开始的时候也遇
到了旁人不解的目光。“很多人
认为我们有贪图，不然就是傻
帽。”非哥说。不过，这样的疑惑
随着非哥的坚持也渐渐消失。
通过一次次活动，蒲公英的影
响力逐渐扩大，不到一年已经
发展到千人以上。

在济南蒲公英的历次活动
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参与人数
达到600人之多。2013年1月，蒲

公英济南站开展心愿卡活动。
蒲公英的志愿者花了20多天时
间，在济南郊区和一些在济南
务工家庭中收集到了350个困
难家庭学生的新年愿望。

非哥说，这些心愿五花八
门，有不少心愿让人心酸。在
商河的一所学校，没有英语老
师，孩子们的心愿是能有机会
学英语。于是志愿者商量后，
决定赠送给他们复读机。

而在章丘鹁鸽崖小学，孩
子们的心愿很简单。有的只是
想要一本故事书，最大的一个
心愿是要一个新书包。这所学
校的心愿清单发到群里之后，
不少家长都看哭了。

让孩子从小参与公益

目前，蒲公英济南站最主
要的公益方式是亲子模式。在
蒲公英济南亲子团群里，有群
员740人。这些群员大多数是
孩子的家长，群名片的名字是

“家长名字+孩子名字”。也就
是说，每个家长后面，其实都
有一个孩子。蒲公英的公益，
并不只是家长来做，更多的是
家长引导孩子来做。

非哥介绍说，“带着孩子
做公益”这种模式的产生是自
然而然，应运而生。“现在都是
独生子女，这些孩子太受宠
溺，容易产生爱的缺失，表现
为自私，不懂得关心人。希望
通过我们的公益活动，能在孩
子心中种植善良，种植爱，让
他们学会去关爱别人。”

2012年10月，蒲公英济南站
为白血病双胞胎欢欢、乐乐举
行报纸义卖活动。“200个孩子，

统一穿着蓝色的蒲公英队服，
在泉城广场，成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两个小时义卖了5000元
钱。孩子都很累，但是很开心。”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这对双胞
胎姐妹得到了救治。

这样的亲子活动，对培养
孩子的爱心非常有益。非哥的
女儿今年10岁了，这些活动她
也“超级爱去。”非哥说，上次
去看冰展，地上防滑的红布被
人踩皱了，路人容易摔倒。非
哥的女儿就主动弯下腰去把
红布铺平。这一行动也带动了
周围的两个大人，加入铺平红
布的行列中。

如今，亲子团成立已有两
年了，蒲公英还给孩子们办理
了亲子证书，每个孩子有独立
编号和档案。孩子每参加一次
活动，就在档案上盖一个蒲公
英章，记录孩子们的公益历程。

成成立立两两年年工工资资断断档档三三次次
“绿行齐鲁”在艰难中“孵化”

成立已两年的绿行齐鲁环保公益组织将迎来注册之日。虽
然一直存在资金来源不稳定、认同感不足的难题，但杨建生和
他的小伙伴们依然坚持着。

本报见习记者 王皇

“绿行齐鲁”两年盼来注册

3日下午，记者在二环南路的济南
市市中区社会组织创业园3楼见到了
绿行齐鲁行动研究中心理事之一杨建
生。“我们正在这里孵化，有两个工位，
和很多其他社会组织一起办公，4月份
出园后就能顺利注册了。”杨建生说这
对他们很重要，如果不注册即使是做
公益活动也很没保障，甚至有可能被
认为是不合法的。

从成立至今，杨建生一直坚持做
事，推动全省环保部门开通微博、调查
南门桥排污口，推动有关部门在全市

排污口设立标牌。“刚成立时，做活动
还是约朋友来，现在做活动每次都会
有20人左右。QQ群已经有300多人，微
博、微信关注量迅速增加。

“在大学里我是一个支农社团的
第二任负责人，社团做成了全国优秀
社团。我拉上这个社团的第一负责人
一起，聊成立环保公益组织，一拍即
合。”杨建生和这位好友是发起人，后
来经过近2个月的筹备，绿行齐鲁成立
时有7位理事，现在则发展到9位。理事
们散布全国5个城市，都是山东籍。

最担心资金断档发不出工资

绿行齐鲁一成立就需要给一名工作
人员发工资。启动资金是7个理事凑的，

“每人出了几千元，在火车站附近借了个
办公室。”第二个月，获得了一个企业的
小额资金支持。杨建生说，之后自己没再
出过钱，7个理事一起帮机构找钱，通过
提交项目向相应的基金申请资助。

杨建生说，虽然绿行齐鲁公布了
募捐账号，但至今仅收到几百元公众
捐款。与每年10万多元的人员工资和

项目金相比，微不足道。
成立至今，出现过3次工资断档的

情况，最初的一次，断档后再没有补
钱，而是直接从下一个月开始发。

“我们整个团队都是从农村出来
的孩子，没有哪个家庭条件特别好的。
但即便如此，也不能阻碍我们为环保
公益做自己能做的事儿。”去年加入的
牛晓玉说，公益不只是慈善，没有钱是
个事儿，但仍要自己去解决。

认同感仅来自圈子里

杨建生大学学的是社会工作，但
2007年毕业后的工作和这个专业几乎
不相关。

成立之初杨建生找到了大学期间
社团的师弟，学环境工程专业的郭永
启。“只能给1800元工资，还不一定能
多长久。”但小郭一直做到了现在，虽
然断过几次工资，他依然坚守着。“之
所以拉他来做，是因为他本身是这个
专业的，又很希望能做环保公益，另
外，我至少还能保证他吃得上饭。”

但圈子之外，杨建生说，他们还
缺少认同感。“总是有人质疑，你们做
这些有意义吗？三个工作人员的工作
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务正业。”

“我们构想在新办公场所设立一
个公益小空间。提供给想做公益的
人，一张桌子，几个沙发都可以免费
来坐一坐、聊一聊，相互沟通。”公益
并不是自己的小圈子，杨建生和他的
小伙伴们都很希望这样的空间越来
越多。

济南IN13团队

自自掏掏腰腰包包做做““滴滴水水””公公益益

济南IN13团队成立于2013年10月。成立仅有5个月，成员仅有10名，但他们对公益
事业却满怀信心，即便活动赞助需要他们一家家上门去拉，经费需要他们成员自掏
腰包，他们依然坚持着。

本报见习记者 王杰 实习生 王肖飞

需要什么物资就拉啥赞助

IN13团队成立仅5个月，但5
个月的时间，他们都会定期探访
慰问敬老院、特困户，与其他组
织结对子帮助脑残儿童，而且还
组织了他们团队自有的活动“水
滴行动。”

刘丽萍是IN13在济南的
主要负责人。她负责成员之间
的联络，“我们目前10个人还
没有明确的职务划分，谁的主
意正确我们就听谁的。”刘丽
萍说。

“水滴行动”是济南IN13
创建以来组织的规模最大的
活动。也正是这次行动，济南

IN13团队走进公众视线。“水
滴行动”主要旨在增强人们在
公共场所的节水意识，活动为
市民提供了节水省水的生活
小常识。

“2月22日那天我们举办了
公益晚会，到场的有500多人，
算是达到了一定规模了。”刘丽
萍道。谈到这场公益晚会，刘丽
萍共拉到了6家企业的赞助。不
过都是物资援助，没有资金支
持。“我们缺什么，这些单位给
我们提供什么。”

晚会节目是由刘丽萍孩
子所在的幼儿园与济南市妇

女儿童活动中心赞助的。“我
孩子在的幼儿园园长很热心，
我就过去拉赞助，让她帮我们
出节目。因为公益也要从小做
起，让小孩儿从小接触公益。”
而济南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则主动要求参加公益晚会。

谈到“水滴行动”晚会，刘
丽萍内心颇为自豪，因为活动
从前期问卷调研到走街串巷
向市民发传单再到举办晚会、
创建“滴水行动”微信平台都
是刘丽萍等10个人的亲力亲
为。“事情成功了，即便通宵熬
夜，也很值。”刘丽萍说。

10名成员来自两省4地

济南IN13团队的10名成员
相识于一个与公益相关的课
程。说起IN13的命名，刘丽萍介
绍道，“IN代表的是我与世界的
关系，13就好像大学里的入学
年份，我们是第13届。我们相识
于IN13，便以此为名了。”

“目前我们的工作重点还
主要集中在环保、扶贫领域，此
外我们正在细化机构分工，招
募志愿者，扩大我们的团队。”

刘丽萍说。IN13团队共10人，6
人在济南、2人在烟台、1人在德
州、1人在河南。

至于IN13团队的资金来
源，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成员各
自“埋单”阶段。“我们每月都
会集会一次，每次聚会并不都
是在济南，有时会去烟台、德
州、郑州。”刘丽萍说。不过，
IN13成员每次去这些地方，车
费等费用基本上都是成员自

掏腰包。
虽在刘丽萍看来，即便不

花钱也能做公益。除了负责联
络会员，刘丽萍还代表济南
IN13经常去慰问特困户、孤寡
老人，“主要的是跟他们谈心
聊天，帮他们树立生活的希
望。”而且经过她多次的走访
慰问，她发现比起金钱物质的
援助，特困户们更乐于接受谈
心等心理帮助。

“绿星之家”

自自办办物物流流中中心心““造造血血””助助残残

“寒舍”成为

残疾人最温暖的家

3日，记者来到了位于长清
区万德镇的绿星之家。走进办
公室，一个张贴了数十张救助
照片的展板挂在墙上，相邻一
侧是残疾人送来的锦旗。快件
分门别类地放在办公室里的凳
子上。

中心办公室主任和树兰告
诉记者，2010年她来到了绿星
之家，如今已经在这里呆了4年
多。

王传宝是个残疾人，来中
心2年了，平时负责物流站的存
档、财务等文件管理，中心实在
人手不够的时候，他也是一个
送货员。

王传宝介绍，由于不是健
全人，原来基本不出门，心里有
啥话也不愿意说，总感觉自己
低人一等。后来得知绿星之家
是一个专门助残的公益组织，
就过来看了看。“这里的氛围很
温暖，进来了就不想走了，后来
就在这里工作了，虽然重活不
能干，但是一些文秘工作还应
付得了。”

和王传宝一样，绿星之家
已经成了周边残疾人的家，没
事他们就愿意来中心坐坐，力
所能及地帮助其他人。

免费培训400多

残疾人开网店

“由于残疾人都没有相关
经验，对他们进行电子商务培
训便成了当务之急。我们又专
门找了电子商务的老师，对慕
名而来的残疾人进行培训，12
年的时间，总共免费培训了400
余人。”和树兰说，接受完培训
后，这些残疾人中的大部分可
以独立开办网站，经营些特产、
医疗器械、残疾人辅助设备等，

收入算不上高，但能维持个人
的基本生活。

慕名来绿星之家的残疾人
来自山西、广东、江西等全国各
地。

“社会救助有时候不及时，
满足不了需要。为此，我们开办
了这家物流站，扣除经营成本
以及人员工资等开支，利润继
续投入到绿星之家的公益活动
中。”和树兰说，尽管目前中心
仍然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
但是有了这个物流站点，以后
他们就能自己造血了，从而可
以帮扶更多的残疾人。

一个办公室、两台破旧的电脑、五个工作人员和一屋子的快件，这就是公
益组织“绿星之家”助残服务中心的全部家当。尽管家底很薄，绿星之家12年
来，已经培训了全国各地的残疾人400余名，帮助他们创办网店。如今，绿星之
家又开启了自身“造血”模式，成立了一个物流中心，帮扶更多的残疾人。

本报见习记者 万兵

旧基地的上千只狗狗等待再次搬家。本报见习记者 万兵 摄

文/片 本报记者 陈伟

流流浪浪小小动动物物

人手不够用的时候王传宝也会送快递。 本报记者 陈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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