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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草根根公公益益团团队队““转转正正””了了
我省已有近12万个民间公益组织

五公益项目获全国金奖
公益组织专而精的仍不多

当花城义工和鸢都义工
开始筹划组织的专业化运作
时，枣庄义工联盟会长汲春
锋正准备为他们的“圆梦坊”
爱心瓷盘公益项目寻找更多
的支持。为聋哑儿童搭建一
个自食其力的平台，在过去
的2 0 1 4年，“圆梦坊”爱心瓷
盘项目成为我省获得中国青
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的
五 个 项 目 之 一 。联 盟 成 立 5
年，2 0 1 4年对这个民间公益
组织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年
份，除了运作的项目获奖，在
共青团山东省委和省青年志
愿者协会命名的 1 1 5个示范
项目中，枣庄义工联盟的公
益项目占了两个。

“其实对山东省的民间公
益组织来说，专而精的公益组
织和项目还是偏少一些。”山东
省青年志愿者协会一位负责人
说，到2014年底，据他们不完全

的统计，山东省的民间公益组
织已有11 . 7万多个，“越来越多
的民间公益组织在民政部门通
过了注册，但其中专而精的还
不多，能够独立研发公益项目
产品的更是少数。”在团省委于
2014年底公布的公益示范项目
中，共有八大类115个项目，“希
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快志愿服务
项目化运作和制度化发展的速
度。”这位负责人说。

一直在筹备着组织的转
型，但孙志达也面临着不小的
困难，2014年他曾到深圳考察
了一圈，在他看来，如今省内不
少草根公益组织转型中最大的
困难便是专业人员的缺失，“在
鸢都义工，几千志愿者都是出
于热情在做公益，但都缺乏社
会工作专业知识，曾在群里跟
大家探讨过，结果是，不少人都
觉得自己做不了那种专业的公
益。”

成立六年，终于有了“身份证”
草根公益身份转正了，观念也要变

跨过新年，菏泽花城义工
的负责人王旭也开始谋划新
一年里组织的发展思路了。在
过去的2014年，成立6年后的
花城义工终于“转正”，也了了
王旭的一桩心事。9月，菏泽市
花城义工公益服务中心在民
政部门注册，成为一家合法的
社会组织。“在2014年到来之
前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转
变。”组织终于有了“身份证”，
王旭有些兴奋，花城义工2008
年开始活动，从第二年开始，
王旭多次动过注册为正式社
会组织的心思，只是几次尝试
均因政策不明朗而作罢。

在一家机关上班，在业余
时间做公益，王旭也开始思考
花城义工的发展之路，“如今

实名志愿者有200多人，常年
参加公益活动的志愿者有一
两千人，但公益活动的开展需
要有更多规范的东西。”

正在qq上与王旭探讨着
的人是潍坊鸢都义工公益服
务中心理事长孙志达。鸢都
义工虽比花城义工早注册了
一年的时间，但谈起他们这
种草根公益组织“转正”后的
发展方向，孙志达与王旭有
着相似的看法，“民间公益也
要有更专业化的运作，先前
粗放的公益活动运作模式也
需要有一个转变，从民间草
根公益团队转变为正式的社
会组织，无论是活动的项目
化，还是人员的专业化，都是
接下来需要补足的。”

草根团队也有了官方资金支持
民间公益组织规范化运作依然在尝试

新的一年，菏泽市花城义
工也开始启动他们关爱服刑人
员子女项目了，从2014年年末
开始筹备，对花城义工来说，这
个项目也是他们转型的一个尝
试。在2014年年底，项目入选团
省委“青春同行·益暖齐鲁”贫
困青少年关爱项目，义工团队
也在成立六年来第一次获得了
来自官方的资金支持。

“如何养活自己，对开始
走向专业化的公益组织来说
还是个不小的难题。”虽已开
始向更专业化的方向走，但
在王旭看来，要维持一个组
织的正常运作还面临不小的
挑 战 。组 织 终 于 有 了“ 身 份
证 ”，但 王 旭 要 想 的 也 更 多
了，根据相关的规定，服务中
心并没有单独募捐的资格，
直到如今，花城义工还没有
稳定的经费来源。

2014年，随着社会组织注
册政策变得宽松，越来越多民
间公益组织在民政部门注册，
从台下走到了台上，但很多都
面临着如花城义工一样的难
题。“根据规定，我们不能从事

营利性的活动，也要尝试着在
财务等各个方面都朝规范化发
展，但一切都还在摸索。”潍坊
鸢都义工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
孙志达说。在孙志达看来，承接
政府购买服务是民间公益的一
个发展趋势，“在上海、深圳，很
多社会公益团队都是靠着承接
政府服务来运作。”

政府出资，购买社会组织
的服务，在2014年，全省各地
的很多公益组织也都在做着同
样的准备，一些尝试已经开始
了。从2014年11月起，团省委

“青春同行·益暖齐鲁”贫困青
少年关爱项目首次面向社会
征集公益项目，以购买公益
组织社会服务的方式开展贫
困青少年救助工作，虽然只
有 2 5个项目名额，但在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里，申报的公
益项目便达到了1 4 5个。“这
是一个新的尝试，越来越多
民间公益组织发展起来，也
希望通过这种购买服务的方
式给予他们一定支持，引导他
们朝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团省
委权益部部长齐延鹏说。

草根的公益组织终于有了合法的身份，2014年，与许多民间的草根公益组织一样，菏泽花城义工在民政
部门注册，成了正儿八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花城义工也终于有了成立6年来第
一笔来自官方的公益资金支持。到2014年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民间公益组织已有十一万七千多个，
但民间公益要变得更专业依然有很多路要走。

本报记者 尹明亮

资 讯

我省评出残疾人

十佳自强模范

本报济南1月6日讯 (记者 尹
明亮 ) 近日，我省自强模范暨助
残先进表彰大会在济南召开，会上
公布了2014年我省评出的残疾人十
佳自强模范以及助残先进集体、先
进个人等荣誉。

获评2014年自强模范的残疾人
分别是济南的80后残疾女孩钟倩、
青岛的史春明、淄博的李慧同、烟
台的于坤、潍坊的于陈良、济宁的
孟宏伟、泰安的查传忠、威海的曲
宏宇、临沂的田琦和聊城的张士
峰。

除此之外，会上还公布了2014

年全省的24个助残先进集体、20名
助残先进个人、21名全省自强模
范、21个优秀残疾人之家以及全省
残联系统的12个先进集体和18名先
进个人。其中，济南医院主管护师
李海涛等20名全省助残先进个人记
一等功。

省妇联“第一书记”

帮村扶贫见成效

本报济南1月6日讯 (记者 尹
明亮 ) 记者近日从山东省妇联了
解到，2014年省妇联“第一书记”
积极帮助包村发展产业扶贫项
目，已初步产生效益。沾化县台
李村建成规划用地15亩、投资近30

万元的自繁自育洼地绵羊标准化
养殖小区。任家村规划建设40亩大
棚冬枣示范园，首批21 . 65亩已建
成。洼李村发挥致富能人的示范
带动作用，发展规模化肉牛养
殖，目前存栏肉牛20多头，三个月
增收近2万元。

扶贫先扶志，脱贫先自立。
省妇联“第一书记”从扶智、扶
志入手，多次组织三村“两委”
成员、致富能人外出考察学习，
打开村民思想上的保守结、行动
上的顾虑结。下一步将着力促进
落地产业项目的平稳发展，实施
合作社、致富能人的“双轮驱
动”，建立产业项目运行长效机
制，通过产业项目发展促进村民
致富、集体增收。

山东省首批青年志愿服务示范项目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获奖项目

阳光助残类

33个

关爱农民工子女类

42个

扶贫开发类

5个

邻里守望类

3个

环境保护类

6个

应急救援类

2个

文化
宣传类

4个

其他
领域类

20个

金奖项目

济南市Music88 . 7小桔灯
——— 爱心读书行动

蓝丝带青岛海岸线徒步
环保调查项目

山东大学“心系商河，
伴你成长”项目

“圆梦坊”爱心瓷盘项目

“小草学堂”志愿服务项目

银奖项目

山东大学“私人定制，
为梦花开”阳光助残项目

“同在蓝天下”
——— 青岛助聋手语课堂项目

关爱“折翼天使”
——— 关爱“产瘫”志愿服务项目

守护“金银花”
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善小·圆梦”行动

快乐体育·周末“翼”站项目

微爱行动
——— 关爱新市民子女项目

“高山爱心诊所”项目

“爱心妈妈小屋”公益项目

泰山救援“救”在身边

消防演艺志愿服务项目

“挑战21天
——— 节能低碳我先行”项目

“花young年华·家校护航”项目

淄博市青年婚恋交友公益平台
项目

牺牲检察人员家属

获万元救助金

本报济南1月6日讯 (记者 马
云云 通讯员 李明 ) 近日，山
东省慈善总会、省检察院、山东中
烟集团联合举行全省首次检察系统
慈善救助金发放仪式，96名因公牺
牲(死亡)、因公伤残和患重大疾病
的检察人员共获得50万元救助金。
据悉，自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
我省有37名检察人员因公牺牲(死
亡)。

据悉，经省检察院申请，省慈
善总会今年专门设立了检察救助项
目，用于解决因公牺牲、伤残和患
重大疾病检察人员家庭生活困难问
题。我省检察系统首次开展救助的
范围确定为因公牺牲(死亡)检察人
员、因公伤残(四级以上伤残)检察
人员、患重大疾病检察人员三个重
点群体。

此次获得救助的96人中，上述
三个重点群体人员分别为37名、3

名和56名。因公牺牲(死亡)的37名
检察人员的家属各获得救助金1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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