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家中的闲置物品捐赠给
有需求的困难群体，这是不少
市民的期望，类似的尝试在各
地并不少，可因为种种原因，真
正能坚持下来的却不多。天桥
区北坦街道华黎社区“置爱”项
目运行已有一年多，磕磕绊绊
中，社区微公益的路上，他们依
然在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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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黎社区旧物捐赠，摸石头过河一年多

““置置爱爱””实实实实在在在在，，帮帮到到了了身身边边人人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九龙

头次募捐
衣服收来一百多件

“今年夏天，咱们‘置爱’项
目终于有了名分。”指着一个小
红本，华黎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置爱”项目负责人李鑫有些激
动。这是“置爱”项目组在天桥
区民政局的社会组织登记备案
证书，有了它，项目运行将更加
正规，也更可持续。更让李鑫高
兴的是，项目得到了天桥区民
政部门的支持，获得一笔公益
创投资金。“钱虽然不多，但是
对咱们‘置爱’项目来说却是雪
中送炭。”

简单说，华黎社区的“置
爱”项目就是一个闲置物品爱
心捐赠平台。社区提供这么一
个平台，居民家中的闲置物品
可以随时捐赠过来，社区再将
他们转赠给有需要的困难家
庭，既能倡导低碳生活、避免浪
费，有效利用闲置资源，又可以
让大家奉献爱心，传递正能量，
可谓一举两得。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
与华黎社区“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有关。华黎社区主要管辖
明湖西路沿线的华黎花园，这

是一个封闭式高档小区，居民
的整体生活水平较高。而与其
间隔一条生产路的天和新居则
是另一幅景象。作为济南市首
个政府组织建设的廉租住房项
目，天和新居的348户居民是全
市各个区的无房困难人群，七
成以上的居民都是低保、低保
边缘、残疾、独居老人家庭，仅
登记在册的低保户就有110余
户。家家有本困难经，需求也各
不相同，单靠政府的力量帮扶，
显然远远不够。

一边有捐赠意愿，一边有
受捐群体，简单筹划后，2015年
5月，“置爱”项目正式上马了。
连社区的工作人员都没想到，
听说有这个平台，华黎花园的
居民爱心一下子就被点燃。头
次进社区接收捐赠物品，光衣
服就收了一百多件，工作人员
用了好几辆电动车才给运回了
办公室。

需求难测
“去库存”路挺艰辛

然而，正踌躇满志的社区
工作人员却碰到了大钉子。“捐
赠的爱心物品好多都没人要，
尤其是旧衣服，发放太困难
了。”李鑫介绍，项目组也专门
对困难群体的需求进行了摸底

调查，大多数需要家电，比如电
扇、洗衣机、电饭锅等，对旧衣
服却不太“感冒”。“旧衣服在观
念上还是不太好接受，而且衣
服的样式、颜色、尺寸也很难做
到完全匹配。”李鑫透露，之前
有关部门给社区捐赠了一批新
衣服，通知了困难家庭过来领
取，但是因为看到衣服上印着
捐赠字样，许多人最终还是推
辞不要。

这件事对他的触动挺大。
“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在捐赠
的过程中，我们也尽量尊重这
些困难群体。”李鑫说，原本“置
爱”项目计划要对捐赠和受赠
信息进行实名登记，而且社区
希望双方能当面认识一下，
但是阻力较大，最终采取的
办法是捐赠者实名登记，受
赠者匿名领取。为了惠及更
多的人，项目组还降低了领
取的门槛，只要是家庭困难的，
能够出具相关证明，并且是本
社区的居民，都可以过来领取
爱心物资。

为了让这些宝贝真正流通
起来，华黎社区通过社区报、
QQ群、微信等方式定期公示库
存情况，还把相关材料贴到了
天和新居的宣传栏内。这样，困
难群体如果相中了什么物品，
可以随时到社区里领取。

与此同时，在捐赠端，项目
组并没有因为爱心物资积压而
人为提高门槛，粗略统计，一年
多下来，仅旧衣物就收到六百
多件。李鑫介绍：“只要居民愿
意捐，我们就愿意收。对捐赠物
品唯一的要求就是能正常使
用，哪怕小家电的零件有坏的，
只要能修，我们也愿意收，社区
愿意出钱进行维修，然后送给
困难家庭。”

话虽如此，可仓库里总是
堆满爱心物品也不是办法，更
何况，衣服容易受潮，不能在社
区久留。为此在广泛征求居民
意见的基础上，“置爱”项目组
又想出个法子，将这些衣服分
类挑选后，从网上查找捐赠信
息，不定期寄往贫困地区，实现
了“去库存”。“社区投入了人力
财力，让每件爱心物资都能物
尽其用，送给真正有需求的人，
这样一来，我们对项目更放心
了，热情也更高了。”曾捐赠了
一台空调扇的华黎花园业主李
先生说。

想建“小巢”
房屋和资金成难题

一边摸索一边干，到现在，
“置爱”项目已经一岁零三个月
了。一周年可能是成熟期，也可

能是倦怠期，如何让项目保持
活力，在有限的区域内发挥更
大的作用，项目组最近又想出
了主题日的主意。

针对辖区环卫工较多的情
况，“置爱”项目计划面向环卫
工群体组织一次爱心捐赠。另
外，在征求意见的时候，工作人
员发现，部分困难家庭对二手
孕婴物品的需求比较大，因此
项目组希望能择机搞一次孕婴
主题的募捐活动。

此外，有个念头在李鑫心
底已经埋了许久，他一直希望
能让这些爱心物资有属于自己
的展示空间。对于前段时间挺
火爆的爱心墙，他有自己的看
法：“爱心墙是露天的，虽然方
便，但是管理很难，全凭自觉。
更重要的是，遇到刮风下雨，很
容易遭到破坏，而且也不卫生，
这种模式很难长期运行。”

因此，华黎社区计划专门
腾出一间办公用房作为“置爱”
项目的活动室，发挥类似于爱
心超市的作用，建起室内爱心
墙。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
骨感。虽然有这计划，但是因为
近期顺河高架桥将要施工，华
黎社区办公用房面临改造，活
动室落地成了难题。

同时，资金也是个难题。虽
然“置爱”项目的投入成本相对
较低，但是如果有了活动室的
话，基本的硬件还得配备。展示
的货架等都需要有开销，社区
本身的经费非常有限，这也就
是为什么他们对公益创投资金
的注入满心期待。

“我们把‘置爱’项目定义
为办实事，而不是作秀。”李鑫
觉得开展这样的活动无疑是很
有意义的，难就难在坚持。通过
这一年多来的摸索和修正，在
他看来，此类项目以社区为单
位实施是比较合理的。“社区里
开展微公益，捐赠和受赠既方
便，又透明，可操作性较强。社
区工作人员兼职负责，工作量
也在可承受能力范围之内。‘置
爱’虽然目前仅服务于本社区
居民，承载力有限，但确实帮到
了身边的人，也传递了社区正
能量。”李鑫表示。

除在居委会设置捐赠点外，

“置爱”项目组会定期进社区接受

居民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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