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超市自我“造血”，捐助流程更规范

脚脚踏踏实实地地做做公公益益，，谁谁还还质质疑疑？？

本报记者 贾凌煜 孔令茹

从“输血”到“造血”
做慈善更得心应手

在济宁，说起志愿者和公
益团队，不得不提“文莉爱心团
队”。

周末和节假日里，团队成
员们大都奔走在助学、助残和
扶老的路上。活动做得越来越
多，对资金的需求也达到空前
的高度，团员们一次次到街上
募捐，可是光靠别人的捐赠，再
进行公益活动，这种状态太被
动，也不利于团队长期做公益
的宗旨。

2014年10月19日“爱心超
市”开业后，团队完成了从依靠
别人“输血”到自我“造血”的
过程。如今，室外寒风阵阵，
位于邹城市凫山街道文圣社
区的“文莉爱心超市”内温暖
如春。文莉爱心超市所用的

房子是凫山街道文圣社区免
费提供的，水电费由兖矿集
团出资支付。

“超市是爱心企业家向文
莉爱心团队全额、无偿投资建
成的便民连锁实体店，挣的钱
除去员工工资以外，全部用于
助学、助残、扶老等公益事业。”
文莉爱心团队负责人张文莉
说。

做公益、当志愿者很累，但
对高位截瘫的张文莉来说内心
是快乐的。自己是一名残疾人，
更懂得需要什么样的关怀和理
解。

“我的经济也不宽裕，但当
我真正走到农村去，发现比自
己艰难的残疾人家庭还有很
多。”张文莉说，以前团队开
展活动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资
金，自从有了爱心超市，爱心
人士们时常前来，超市有结
余，活动开展起来更得心应
手了。

捐助流程更规范
捐、受助更明晰

2014年3月份，孙建涛和他
的团队开展“万名儿童圆梦行
动”，在大量的走访中筛选收集
了孩子们的心愿，并一一为孩
子们圆梦。在这一次的走访中，
孙建涛对于公益有了更深刻的
想法。

“孩子们收到礼物是瞬间
的，爱心活动结束后，又要回归
原本的生活，我想做长期的、能
系统帮助孩子们的公益活动。”
孙建涛筹办了很久，最后在志
愿者协会的年会上决定启动

“爱心助学活动”，就这样一步
步走到现在。

制定爱心救助体系、工作
流程、明细规范，这些方案甚至
精确到受助者信息的文字表述
等细节，泗水微公益协会形成
每周周报、每月月报的行事流
程，每一次爱心活动对接结束

后，要立即录入文字和电子档
案、上传救助的图片和文字说
明，并一同发布捐助明细。

在形成系统化的捐助流程
后，孙建涛感觉志愿者工作渐
渐走上了正轨，也收到国内外
爱心人士的肯定和鼓励。

“不直接接收爱心人士捐
助的物资，让爱心人士与受
助孩子直接面对面交流，一
方面让受助更加透明，确保
孩子们得到真实的受助；另
一方面，面对面地交流能为
孩子争取到最大化的救助。”
孙建涛说。

现在，泗水微公益协会每
周有20多个活动，活动最多的
时候一周跑了2700公里。协会
的志愿者有187人，其中只有40
人可以稳定下来长期做公益，
且全是在职人员，只能利用业
务时间跑助学活动，志愿者们
有时确实分身乏术。即使是这
样，孙建涛从未放松每一次爱
心活动的流程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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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们做公益被
公众质疑过。然而，近些
年，有些志愿者选择脚
踏实地默默做公益，有
的志愿者团队还开办爱
心超市，实现由被动“输
血”到自我“造血”的转
变；有的志愿者团队规
范捐助流程，让受助、捐
助方都更明晰了。

张文莉去敬老院看望
孤寡老人(个人提供)。

泗水微公益团队走访贫困学生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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