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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知

关于红十字日

你知道多少

<<<<

这是一个只有150来户的小村子，但在今年的母亲节，村子里的第二次全村募捐又开始了。从去年开始，在青岛
即墨市北安街道邹家疃村，一个慈善基金建立起来，一年的运作后，小小的慈善基金赢得了村民的心，基金虽不大，
但受到基金帮助的村民却不少。两年两次募款，也已经累计为基金募集了近7万元的善款。

本报记者 陈之焕 宋祖锋

本报记者 许亚薇

爱山东公益创新空间（下
简称ISD）是我省首家民间公益
组织支持促进平台，为需要帮
助的公益组织提供支持，着力
打造属于山东公益青年的“公
益之家”。

2014年3月16日，ISD成立。
在经历了一年的探索后，今年3

月16日，ISD迎来了第一位全职
工作人员张巧玲。曾经从事社
工工作的张巧玲坦言，从社工
岗位走向项目统筹，摸着石头
过河，压力和责任重大，但欣慰
的是，这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公
益。

在全国各地的公益组织圈
子里，南都基金会项目副总监
黄庆委、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

金会秘书长来超、瓷娃娃创始
人王奕鸥以及绿星电商互助社
负责人杨建生几个人可以说是
小有名气。他们是公益人，但同
时，他们有一张一样的名片，就
是“山东人”。

2014年初，在一次公益圈
的内部交流中，几句闲聊激发
了几位公益人的热情。“山东的
公益事业发展相对落后，何不
为家乡公益事业做点事呢？”

身在外地的黄庆委、来超、
王奕鸥着实脱不开身，他们为
山东公益事业提供智力支持和
专家资源，而ISD的活动组织工
作就落在了杨建生的头上。

几位身在外地的山东公益
人，创办IDS的初衷很简单，为
山东公益做点事，帮助那些有
需要的组织，让更多的人参与

到公益当中去。
虽已经运行了一年多，但

IDS依旧处于“初创期”。张巧玲
坦言，之前山东没有扶持公益
组织的民间机构，几乎完全是
摸着石头过河。

2015年，随着IDS唯一一位
全职员工张巧玲的加入，一系
列规范化工作正在开展。

完成2 0 1 5年的项目报告
后，经过审批，IDS得到了今年
的第一笔钱。2014年为ISD提供
1 . 5万元资金支持的福建正荣
公益基金会今年拨款5万元，支
持ISD日常工作，而这5万元中，
还包含了张巧玲的工资。

“我们要组织活动，活动都
是免费的，还要请公益人来山
东举办讲座，即使公益人都不
要钱，可是来回路费、住宿总不

能让公益人承担。”5万元的全
年活动资金，着实让张巧玲感
到有些捉襟见肘。

山东是沿海经济文化大
省，但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与
经济、文化发展不匹配，公益氛
围不浓厚，其中，在山东，资助
型基金会几乎为零。

除此之外，我省专业性
强的社会组织很少，社会议
题的有效回应与解决能力不
强。“目前山东本土公益机构
还 是 以 志 愿 者 协 会 组 织 为
主，随着政府的推动，陆续成
立了十余家社工机构。”张巧
玲说，志愿者组织只能承载
社会的爱心，对于社会问题
的系统解决存在一定欠缺，
而他们则更希望能孵化一些
更专业的社会公益组织。

爱山东公益创新空间

打打造造山山东东青青年年的的““公公益益之之家家””

全村老少排队为基金捐款

小学生的零花钱也捐了

10日，在即墨市北安街道
邹家疃村村委大院的爱心捐
款箱前，等候捐款的村民排起
长龙，现场不仅有八十多岁的
老人，还有五六岁的小朋友；
不但有本村的村民，还有慕名
而来的外地务工人员。大家都
来参加村里的感恩母亲节捐
款。自去年村里救助贫困村民
的“慈善送福爱心基金”设立，
这是第二次募款了。

“今天我是和我同学一起
来捐款的，希望这些捐款能够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捐
款箱前，13岁的小学生杨敬博
投进自己平日积攒的11元零花
钱，他的同学刘怡君也捐助了
10元的零花钱，说完，两人一蹦
一跳地离开了。

邹家疃村80岁高龄的邹
慎聪老人向捐款箱里投进了
100元钱。“这是我们村里的老
党员，他老伴常年有病，家里

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邹家疃
村村主任邹敬良告诉记者，为
了帮助邹慎聪老人一家，逢年
过节村里总会给他家送去米、
面等生活用品和200元现金，
但是每到捐款的时候，老人总
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因
为还有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
家庭，人得学会知恩图报。”邹
慎聪老人说。

爱心捐款不但吸引本村
人前来捐助，就连在村里打工
的外地人也被这种氛围感染。

“捐的钱虽然不多，但是能够
帮 助 别 人 心 里 感 到 非 常 高
兴。”来自四川的务工人员李
江华向捐款箱投进了2 0 0元
钱，他说，这些钱虽然是他平
日里辛辛苦苦打工赚来的血
汗钱，但能够为即墨这个“第
二故乡”做点善事也非常有意
义。10日当天，邹家疃村村民
共捐款21261元。

老人求助催生慈善基金

人人献出一点爱，咱村明天更美好。

“人人献出一点爱，咱村
明天更美好。”在今年的募捐
倡议书上，一句句朴实的话
撩动着村民做慈善的心。在
邹家疃村这个小村里，慈善
基金及慈善义工队在村里已
经小有名头。2 0 1 4年 6月初
设时，就是为了救助本村苦
难的家庭，村主任邹敬良介
绍，设立基金会的动机也是
为了帮助村里的残疾老人杨
淑香。

“老人身体残疾，生活不
能自理，老伴已经去世，膝下
唯一的女儿也已出嫁。家里条
件非常简陋，一到下雨天屋顶
都漏雨。”邹敬良说，老人多
次向村委求助，考虑到目前村
里还有许多像杨淑香一样需
要救助的村民，所以邹敬良和
村委其他几位成员商议后决
定成立一个慈善基金，发动村

民捐款，所得善款将用于救助
村里的贫困家庭。

于是，在2014年6月份，即
墨市北安街道邹家疃村的每
家 每 户 都 收 到 了《 一 封 家
书》，打开《一封家书》，里面
是一句句充满了真挚感情的
号召语，详细介绍着成立“慈
善送福爱心基金”和“慈善送
福义工队”的初衷，及今后如
何运作。

看了这样的家书，村民们
纷纷来到村委大院“助阵”这
场慈善盛会，参与成立“慈善
送福爱心基金”暨“慈善送福
义工队”。五元、十元、一百
元、一千元……捐款现场，村
里男女老少齐上阵，大家各
自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捐出
善款。短短的三个小时内，村
民捐了4 . 5万元善款和8000余
元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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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里里设设立立慈慈善善基基金金
即墨邹家疃村村民互帮互助，两年募捐7万元助乡亲

救助村民一年支出近3万

钱虽不多，但这善款握在手心里暖暖的。

有了村民捐款，那么善款
怎么用呢？2014年9月份，64
岁的邹老汉收到了村里“慈善
送福义工队”送来的200元善
款，邹老汉家境贫困，靠务农
为生，妻子患有慢性病需要常
年吃药。“太感谢了！有了这笔
善款我就可以给妻子买药
了。”邹老汉说，钱虽不多，但
这善款握在手里暖暖的，让他
觉得还有人在关心他们家。

2014年年底，村民邹女士
丈夫因病去世，大女儿上大
学，二女儿上高中，无经济来
源，家庭条件贫困，邹家疃慈善
义工队为邹女士送来200元及
大米等生活用品，青岛的爱心
人士也为邹女士一家送来了
2000元的爱心款，这让邹女士

一家人非常感激。“以后他们
家老二考上了大学，我们还来
救助。”慈善义工队队员称要资
助邹家的两个孩子读完书。

据悉，“慈善送福爱心基
金”成立至今，共为村里10户
大病家庭送去了2000元的救
助款。在邹家疃村有一份详细
的善款支出表，记者在表格上
看到，慈善基金共用于助老、
助学、助困等近十个项目，谁
家家境怎么样，收到了多少钱
的帮助，都有明确的记录。除
了帮助别人外，村里谁家生了
娃、孩子考上大学，或是青年入
伍、新人嫁娶、老人生日等，都
能享受到从爱心基金里出的
善款赠予，不到一年的时间，基
金的支出已达2 . 7万元。

在10日的募捐仪式上，一位妈妈也抱着孩子来捐款。
本报记者 宋祖锋 摄

5月8日是世界红十字日，其完
整的称呼应该是“世界红十字与红
新月日”，但关于这一天你了解到多
少呢？红十字日为什么是在5月8日？
最早是如何诞生的？让·亨利·杜南
又是何许人呢？

红十字日源于

捷克斯洛伐克

在刚刚过去的5月8日，全世界
的红十字会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着
这个日子，不过你知道吗，这一天完
整的称呼应该叫“世界红十字与红
新月日”，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
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
t ie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nterna-
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以及188个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
会共同的纪念日。

世界红十字日是在1948年经红
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执行
委员会同意正式设立的，随着越来
越多穆斯林国家红新月会的加入，
世界红十字日于1984年正式更名为

“世界红十字和红新月日”。
正如红十字会最早是为了救助

战场上的伤员创立一样，红十字日
的肇始也是为了避免战争。最早的
红十子日其实是红十字休战日，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鉴于战争给
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捷克斯
洛伐克红十字会首先倡议每年举行
为期3天的“红十字休战日”。

1921年，于瑞士日内瓦召开的
第10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一项决
议，向各国红十字会推荐捷克斯洛
伐克红十字会组织红十字休战日的
做法。在次年举行的红十字会协会
理事会第2次会议上，根据已取得的
成就和经验，敦促各国红十字会认
真考虑红十字休战日的做法。在以
后的岁月里，红十字休战日得到越
来越多国家的认可，直到二战后的
1948年，通过国际公约的方式成为
世界性的纪念日。

红十字标志

来自瑞士国旗

谈到国际红十字日的设立，总
绕不开让·亨利·杜南，这位于1828

年5月8日诞生于日内瓦的瑞士人是
红十字会的最早创立者，所以在
1948年的时候，国际红十字日便定
在了他的生日。或许有人注意到，红
十字会的“红十字”标志与瑞士国旗
有些相似，实际上，“红十字”标志正
是来源于瑞士国旗。

早在1859年，当时是一位年轻
银行家的杜南偶经意大利北方的索
弗利诺镇，恰逢拿破仑三世指挥的
法兰西-撒丁岛联军与奥地利军队
战斗的最后阶段，他亲眼目睹无数
的伤员在不停地呻吟、叫喊。由于缺
少医护人员，大部分伤兵得不到应
有的护理。杜南为这种惨象所震惊，
他立即到镇上动员和组织居民救护
这些伤兵。1862年11月，杜南把这次
亲身经历写成《索弗利诺的回忆》一
书，在日内瓦发表。他在书中强烈呼
吁人类不要战争，在战时有必要不
分你我，向敌对双方派出救护团体。

1863年2月，杜南在瑞士日内瓦
发起成立了一个伤兵救护国际委员
会，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年10

月，欧洲16国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
国际会议，决定在各国成立红十字
组织。为表示对杜南和他的祖国的
敬意，会议决定以瑞士国旗图案红
底白十字相反的颜色与图案——— 白
底红十字作为红十字会的通用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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