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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天使紧急救援中心万滨：

走走条条不不离离公公益益的的创创业业路路

“理工男”爱上

志愿服务

初见万滨，是在一个明媚的
午后，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来，本
来凉爽的空气有了温暖的味道。
万滨端起茶杯，开始回忆自己与
志愿者有关的那些日子。

1994年，万滨刚刚19岁，那一
年的元旦，青岛市政府举办了一
次万人长跑活动，在手机通讯不
发达的年代里，无线电通讯成了
赛事的必备服务。从小对无线电、
电子设备感兴趣的万滨被朋友拉
去比赛现场帮忙，就这么稀里糊
涂地成了一名志愿者。“当时主要
是提供通讯联络服务，觉得是件
特别有意义的事儿。”万滨回忆
道，这是他和志愿者服务的第一
次触电，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家人有从事相关方面
的工作，万滨从小就对电子通讯
特别喜欢，大学时也选择了计算
机专业。万滨笑称自己是名“理
工男”，读大学和研究生时的万
滨成了志愿者服务的积极分子，
打扫卫生、收垃圾、搞宣传等志
愿服务的现场，总会看到他的身
影。2005年，青岛国际马拉松比
赛现场，万滨组织了150多名志
愿者参与无线通讯志愿服务，从
筹备到结束花费了一个多月的
时间，他感受到的除了辛苦，还
有更多的满足。

“大学毕业后找了两份工
作，觉得干得不顺心，2005年就自
己创业了。”回想起创业初期的
日子，万滨轻描淡写。刚创业时，
懵懵懂懂，万滨也没有什么成熟
的商业模式，从最初做计算机网
络，2009年开始转型，注重自主知
识产权开发，到目前，他的公司
已经有十几项专利和几十件软
件著作权，2015年改制为股份制
公司，预计今年七八月份在新三
板挂牌，创业十年，万滨算是交
了一份不错的答卷。“刚开始创
业时只是单纯地想开发产品做
项目，现在我要搭建一个平台，
带领团队成员一起创业。”万滨
对公司的发展满是憧憬和期待。

有创业的艰辛，有守业的不
易，万滨从未放弃，也从未停下
从事公益事业的脚步。

做志愿者

不靠热情靠专业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噩耗
传来，万滨带着20余名志愿者赶
赴灾区，为了不给灾区添乱，他
们自备帐篷、压缩饼干等。“我们
到震区后，为灾民提供‘寻亲’服
务，震后通讯中断，很多人联系

不到家人，我们便搜集大家需要
的信息，想方设法让他们和家人
取得联系。”万滨说，有20多位震
区伤员被转移到青岛治疗，他们
和老家失去了联系。“我们通过
卫星做卫星连线，一组人在青岛
的病房调试设备，另外一组人员
在震区克服困难，调通设备，让
身在两地的亲人可以见面。”万
滨说，这是他们开展的“我要见
到你”的志愿服务项目，其中有
一位老太太被疏散到青岛时，重
孙子还在孙媳妇的肚子里，她通
过卫星第一次见到重孙子，激动
地流下泪水。还有一位老太太地
震前就腰不好，通过在青岛的治
疗，可以下地走路了，身在震区
的亲人看到她下地走路的那一
刻，卫星画面中哭声一片。

也正是到汶川的志愿服务，

让万滨对志愿服务的认识有了
重大转变。万滨深刻感受到，志
愿者主要是凭自己的热情开展
阶段性的工作，具备专业技能的
志愿者数量较少；此外，群众自
救、互救的能力和意识都比较薄
弱。“不能单纯地依靠热情做公
益，要利用专业方法、专业机构
来做社会公益，这样才能保持持
久性和专业性。”万滨说，意识到
问题就要去改变。从汶川回来之
后，他便着手成立一家专业的社
会公益救援组织，可真正实施起
来才发现，需要注册资金，需要主
管部门，从2008年底开始筹建，直
到2011年初，他才拿到了民政部
门的执照，天使紧急救援中心在
万滨的奔波中呱呱坠地。

“事前教育比事后救援更有意
义，天使救援主要关注未成年人和
社区的安全教育，通过职业化公益
服务，提高老百姓的自救和互救能
力，转变人们的安全观念。”万滨说
出自己的设想，这些年，他是这样
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因人而异

打造安全课程

每到周末或节假日，青岛沿
海景区总会有一支骑着自行车
驮着药品、救援设备的“自行车
救护车队”，这就是天使救援自
行车队，他们骑着自行车巡游在
沿海景区为游客提供服务，小孩
磕着碰着了、大人天热中暑了、
贪玩被困在礁石上了……这支
队伍总会及时出现。

像这样随时随地的及时服务，
天使紧急救援中心的工作体现在
方方面面。每年青岛的意外溺水死
亡事例都较多，万滨便组织志愿者
通过讲座形式到各中小学校进行
防溺水教育，教会孩子们如何识别
危险水域，一旦落水如何自救等安
全常识；随着高层建筑越来越多，
在其中办公的年轻人也多起来，高
层逃生成了必备课程，天使救援中
心便会通过“体验式培训”让呆在
大楼里的年轻人走出来动手操作，
学习自救本领。

天使紧急救援中心组织的
“纳凉培训”主要针对社区群众，
晚上哪里纳凉的人多，天使志愿
者们便出现在哪里，通过知识讲
解、教具操作等多种形式给社区
群众讲解安全常识，“经常出现
一家三口、老少三代一起来听的
场景。”万滨说。

目前的中小学校园多没有
专门的安全教育老师，万滨和团
队为中小学生量身打造了“安全
自护进校园”活动，教会他们使
用灭火器、心肺复苏、烟雾逃生
等，并会通过教具营造火灾的紧

张气氛，让孩子们能实际感受
到。“我们的课程涉及烟雾逃生、
心肺复苏、高楼缓降、灭火器使
用、用电安全、儿童交通安全等
多项内容，都是体验式课程，尽
量增加趣味性。”万滨说。

此外，天使紧急救援中心的
志愿者们还会进到大型企业开展
现场体验课程。“像大型商场、超
市等，人流量比较大，打造安全的
购物环境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万滨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
社会的整体安全能力和素质。

从志愿者转变为

职业公益人

从19岁那年第一次接触志
愿者服务，万滨就一直没停止自
己做志愿者的脚步。多年的志愿
服务也让他从一名单纯的志愿
者向职业的公益人转变，天使紧
急救援中心也在他的带领下，从
最初的单一项目发展到具备自
我造血、自食其力能力的综合性
公益组织。

“救援中心最初的资金都是
我垫的，后来就越来越拮据，这
也不是长久的发展之计。”意识
到这个问题后，万滨着手改变，

“要用专业的方法运作专业的机
构，实现自我造血，这样才能长
久生存下去。”与其他志愿服务
组织多是业余、兼职的人员架构
不同，天使紧急救援中心现在有
四名专职工作人员，这样可以保
障他们持续的服务能力。

随着服务能力的不断增强，
天使紧急救援中心逐渐被大家熟
知，一些培训邀约逐渐多起来。

“蓬莱、烟台等地也会邀请我们去
做安全培训，培训档期都安排到
下个月了。”万滨说，有些政府部
门也会购买服务，这样会保证救
援中心的基本运营，“最起码不会
死掉。”人员、设备、教具不断扩
充，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万滨想
法设法募集资金支撑天使紧急救
援中心的发展。“怎么筹集的、怎
么花的，这些筹资情况都是对外
公开的。”万滨说，这样增加公开
透明度，便于机构的长期发展。

“公益组织不是营利机构，
不是为了赚取利润而存在的，而
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存在。”万
滨说，“公益创业”是基于社会责
任感、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存在
的，虽然目标与普通创业不同，
但在管理方法、员工考核等方面
都是相通的。

万滨努力从一名普通志愿
者向职业公益人转变，他也以身
示范开启“公益创业”路，他用自
己的实践证明，“公益创业”是一
条可以做也值得做的好路子。

记者：您一直在提倡“公益
创业”，它和商业创业有什么区
别？

万滨：首先是心态不同，
“公益创业”是基于奉献和社会
责任感来做；其次是目的不同，

“公益创业”是为了解决社会问
题；其他的向管理方法、员工考
核、对外宣传等方面都是相通
的。

记者：创业不可避免地要
提到“营利”、“钱景”，而“公益
创业”更多是在讲奉献，两者矛
盾吗？

万滨：“公益创业”是为了
解决社会问题，没有很强的功
利性，但并不意味着清贫，用商
业的模式来做公益，可以兼顾
经济利益。

记者：您也提到，志愿者服
务是个热情活儿，很容易就冷
淡下来，怎么保持志愿者服务
的热度呢？

万滨：我们会推出不同形
式的志愿服务，也会建立志愿
者奖励、激励制度，比如设立优
秀志愿者评选等活动，让他们
得到认可，获得心理安慰和精
神回报。那些优秀的志愿者我
们就会逐渐把他们发展成“职
业公益人”。

记者：做志愿服务这些年，
您是怎么保持热情的？

万滨：我从19岁开始做这
件事儿，全凭兴趣是不可能坚
持下来的，像汶川地震、玉树地
震等这样的大事面前会激发志
愿者的热情，平时更多地还是
要用专业的方法做公益，有明
确的战略计划和奋斗目标，就
能保持热情，一路坚持。

记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时代，您对年轻人创业有什
么建议？

万滨：现在大家都在图
“快”，我希望年轻人能沉下来、
慢下来、静下来，不要在“数字
游戏”中自我膨胀，迷失自己。
公益创业。

记者：创业总要经历迷茫
期，“公益创业”和商业创业在
这方面有什么不同？

万滨：商业创业的迷茫是
用利润来衡量的，挣到钱了，迷
茫也就淡了。“公益创业”则是
在创业过程中帮到了别人、改
变了社会，让自己的心灵得到
升华，也就有了努力的方向和
奋斗的力量。

对话

“公益创业”

不意味着清贫

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时代，创业成
了茶余饭后人们的谈
资，在大家讨论“盈
利”、“钱景”等创业不
可回避的词汇时，青
岛天使紧急救援中心
的理事长万滨却在探
索 另 外 一 条 创 业
路———“公益创业”。

在万滨看来，“公
益创业”并不意味着
清贫，用商业的模式
来做公益，解决社会
问题的同时兼顾经济
利益，同样可以让“职
业公益人”有丰厚的
薪资和待遇，虽无经
验可以借鉴，但万滨
相信这是一条可以做
也值得做的好路子，
他也用自己的实际经
历践行“公益创业”路
的可行性。

本报记者 高倩倩

楼宇青年安全公益培训。

2008年，万滨担任奥帆赛志愿者清理浒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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