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杠子头】

“杠子头”是剪子巷开设
的评谈说理栏目，互动方式
有三种：注册微博齐鲁(http：
//tr.qlwb.com.cn)“杠子头”织
围脖；话题投稿：q lwb jzx@
163 .com；QQ群：107866225。

【韩桂香】

通过对来稿质量、数量统计,韩
桂香获得了本期“杠子头”称号 ,获
得杠子头津贴100元。

电话：96706
邮箱：qlwbjzx@163 .com
QQ群：107866225

本期杠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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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爱心墙咋有点“冷”

@田华：爱心墙可以设立，但
是，需要在做好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选择受助群体比较多的地方设立。
一些爱心墙之所以会遭到嫌弃，笔
者认为有如下原因：第一，知道的人
较少，尤其是需要这方面信息的人
员对此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第二，
选址上有些失误，将爱心墙设立在
了繁华市中心的僻街小巷，不好找
是一方面，但凡居住在市中心的居
民往往是不需要这种救助的，因此
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第三，在
风吹日晒的露天地里，大量的捐赠
衣服不能及时被取走的情况下，又
缺乏必要、及时的专门管理，致使包
含着满满爱意的爱心墙最终以失败
告终，也就不足为奇了。

爱心需要多方“添砖”

@孙维国：爱心墙的核心要义
是“爱心”，恰因此，爱心墙现在出现
的一些问题，最根本化解之道，还是
要爱心。这里的爱心不是哪一个人，
而是政府、社会和民众，都要爱心接
力爱心墙。只有大家都用爱心维护
爱心墙，爱心墙的一切问题都将迎
刃而解，爱心墙的发展才能可持续。
爱心墙须爱心维护。爱心墙出现的
问题，与爱心墙本身并无关系，而是
我们共同维护爱心墙的爱心还没有
形成合力。

给爱心墙一点时间

@朱传元：设置爱心墙的目的，
在于服务贫困者，让他们感受到更
多的温暖。不过，爱心墙也面临着一
定的尴尬，比如捐赠衣物影响市容、
无人监管等问题。作为新生事物，爱
心墙必然会面临一个适应、调整、完
善的过程，应该采取暖心管理方式，
真正赋予爱心墙生存的力量。对于
地方相关政府部门来说，就应该承
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在捐赠者
与被捐赠者之间找到接洽点。比如
说，相关政府部门可以专门开辟出

“爱心墙”，方便市民进行捐赠。再比
如，政府部门可以强化管理责任，对
于衣物进行清洗、消毒、分类等，对
爱心墙开展日常维护工作，确保捐
赠信息无缝对接等等。

近日，全国不少城市出现爱心墙。在济南市也出现爱心墙，并刷爆朋友圈。在爱
心墙上，市民可以将自己多余的衣物挂上去，让需要的人取走，变废为宝。不过，一夜
走红之后，一些爱心墙也遇到了尴尬，有的爱心墙是跟风，有的因为缺少管理，成了
旧衣回收处。有人认为“爱心墙”很有必要，应该维持下去。也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建立
爱心墙。对于爱心墙，您怎么看？

开杠

@任善昆：小巷子里设置
衣物爱心墙，急需衣物者能找
到吗？设置爱心墙的想法是为
需要衣物的人献一分爱心。可
是，知道这里有爱心墙的人毕
竟不多，特别是急需衣物者更
难找到。因此，我觉得衣物还
是送到社区或民政部门好，由
他们提供给需要的人。

@邱家晗：在市区，贫穷家
庭，缺少衣物的居民很少，而
在偏僻的山区、农村，这种情
况较为多见。将衣物挂在市
区，没有多少实用价值、实际
意义。远在山区、农村缺少衣

物的人们，也不会跑这么远来
取几件衣物。这自然就成了收
购废品的“不义之财”。笔者以
为，还是为贫穷地区的人们，
集中时间搞点衣物、家庭日用
品等募捐活动为好。

@秦义玲：当心“爱心”墙
成“负担”墙。济南的爱心墙曾
在网上爆棚，传递着满满的正
能量，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捐赠的衣物过于陈旧，加上无
人监管，风吹日晒，阴天下雨
的，衣物蒙上灰尘，让墙不堪

“重负”成为“负担”墙。还不如
集中收集多半新的衣物，并捐

到最需要的农村去，给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

@韩桂香：爱心墙的公益
项目不应盲目复制，也没必要
这么短时间内就建立起来。一
方面，一个公益创意从形成到
落地，需要有个适应与摸索的
循序渐进过程，而我们的公益
监管与管理尚没有完善的对
接与运作机制，爱心墙碰“壁”
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仅是
在济南，昆明、南京等地也出
现类似尴尬，捐赠衣物较多没
地方存放，沦为旧衣物垃圾
箱，反而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一些爱心墙都快成“负担墙”了

爱爱心心墙墙有有话话说说：：
““你你到到底底爱爱不不爱爱我我””

●小小爱心墙，满满正能量

@马卫：爱心墙的出现很
及时，给一些困难居民提供便
利，挺好的事啊，大力支持。所
以说，爱心墙很有必要，应该维
持下去。“嫌弃”的是没有这方
面需要的“局外人”。莫要“隔岸
观火”，参与到实际行动中来，
收获助人充实的快乐。

@赵守翠：“爱心墙”让慈
善“轻而易举”。一方面，通过

“爱心墙”传递爱心，不需要举
行任何仪式，如此就满足了一些
捐赠者“低调”的要求，也避免了
繁琐、冗长的仪式剥夺受捐者自
尊的问题。另一方面，“爱心墙”

的参与更加现实，与电视、报纸
上的捐赠活动不同，“爱心墙”上
的爱心转移，看得见、摸得着，而
且门槛较低，人人都可参与。因
此，“爱心墙”的设立，更容易被
公众接受，在细微之处就能培养
公民的慈善意识。

@赵建刚：爱心墙让旧衣物
变废为宝，还弘扬社会正气。当
下人们的物质生活已非常丰富，
精神生活尚有欠缺，爱心墙的出
现给更多的市民提供了奉献爱
心的机会。爱心墙一夜走红后虽
然出现了少许问题也遭嫌弃，但
不应该影响爱心墙的存在意义。

@韩艳：处于起步阶段的
“爱心墙”，我们应给以更多的
包容和呵护。完善标志、加大宣
传、规范管理、发动市民对不文
明行为进行监督。根据场地不
同结合实际管理经验，调整爱
心墙的运作模式，寻求周围居
民或社会志愿者的协助。归纳
整理好衣物，维护好周围的环
境卫生。针对所捐赠衣物“供大
于求”的现状，尝试联系一些爱
心机构，将过剩的衣物转移至
本地或偏远山区有需求的困难
群众那里。组织者做好衣物共
享改变衣物过剩堆积的现状。

精论

建议

互联网+爱心墙

让爱心不盲目

@王婷：对于在爱心墙捐献的
衣物应该招募专门的志愿者进行
登记、管理，可以充分利用好社区
网站、微信等平台，进行网上展示，
让一些需要的群众直接登录网站就
能查询到信息，预留下来。这样可以
避免很多人不好意思去现场的尴尬，
还能让更多需要的人知晓信息。此
外，爱心墙也需要有接收衣物的标
准，对衣物的新旧、清洁程度等有哪
些要求，都可以从网上告知。

爱心有“规矩”才能更圆满

@徐剑锋：俗话说：没有规矩不
成方圆，做公益亦是如此。在日常
维护方面，可以引入公益团体、爱心
志愿者，通过建立值班制度来做好服
务与监管工作；旧衣捐赠是有标准和
要求的，不仅要从制度上去规范和保
障，而且应通过强化双向信息沟通和
科学统筹安排，避免“粗放型捐赠”成
为一种“爱心负担”；对于无人领取、
长期积压的衣物，还应建立一套完
善的处置制度。

“一元商店”值得借鉴

@韩桂香：爱心墙带给我们的
公益创意与启发是无限的。比如，
咱们本地有位企业家受爱心墙的
启发，创建了“一元爱心商店”，所
有衣物，只需要1元，供环卫工人自
由选购，这种举动既体现了捐赠者
的文明素养，也捍卫了环卫工人的
尊严，避免受助者的敏感与尴尬，
让爱心没有距离，很有意义。

打油诗

@任善昆

路旁设置爱心墙，
初衷虽好欠妥当。
衣物挂在马路边，
市容环境受影响；
风吹日晒无人管，
遇到雨淋更遭殃。
奉献爱心处处在，
有爱岂止在墙上。

@金子哥

爱心墙的形式好，
困难市民很需要。
闲置衣服挂墙上，
急需市民去寻找。
后续管理要跟上，
肆意堆放不可靠。
传承爱心要坚持，
社会和谐更美妙。

济南长
途汽车总站
候车厅内的
爱心墙上挂
了 一 些 衣
物。

本报记者
穆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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