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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不大也不贵

初识纪洪卫，是去年 9 月。
那时，潍坊交通安全宣传志愿者、残

疾朋友尹彦涛跟四名同伴要去南方宣传
交通安全。对三个成员需要乘坐轮椅、经
费又紧张的队伍来说，如何携带行李去风
筝广场宣传再赶去火车站成了愁心事。

所幸一位从 QQ 群得知他们今日启
程的潍坊义工及时赶到，帮他们载行李，
并在此后五小时内，一路跟随，帮他们买
午饭，送他们上火车。等到志愿者终于有
空吃午饭时，已是下午两点钟的事情了。

那位义工就是纪洪卫，不过当时他留
给记者的是他的代号“永恒”。就像多数低
调的志愿者一样。

他去年 5 月加入潍坊义工组织，之前
他是个连续 10 年献血的志愿者。加入义
工，他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将生活变得有
意义一些。

在他看来，做义工以来，他做的都是
一些琐碎事情。有人觉得做公益就得花
钱，花大钱，现实中也不是如此。他做义工
一年多，大大小小活动参加了几十次，但
生活质量并没有下降，“资助一名贫困生，
每月 200 元就可以”。他们义工组织中也有
经济状况不好的打工者，但是去河边清理
垃圾并不用花钱，也这是志愿服务。

公益，不大也不贵。这也是义工“燕
子”对它的认识。

作为志愿者，她所做的也都是一些点
点滴滴的小事。“燕子”自称是一位非挂靠
的义工成员。因为工作原因，她在杭州、济
南、青岛都工作过一两年，今年又来了潍
坊。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联系当地的志
愿者组织，将周末时间奉献出来。“异乡很
苦，做义工很快乐。”她说，做义工，非但经
济上没压力，相反精神上还很满足，会觉
得时间过得飞快。

草根之力，汇聚大爱

在 72 岁唐凌峰老人眼中，如今几乎随
处可见“雷锋”。在路口，穿着红马甲的交
通协管员是“雷锋”，在家里，为孤寡老人
带去欢声笑语的是“雷锋”，他人重病，积
极为病人募捐的是“雷锋”。

近年来，潍坊志愿者发展迅速，据潍
坊市团市委统计，目前潍坊注册的志愿者
有 14 万余人，而在 2007 年底潍坊注册志
愿者才 8 万多人。而未注册却参与志愿行
动的人更多，例如扎根基层的巾帼志愿者
就有 20 多万。

“现在人们参与志愿行动的积极性越
来越高。”62 岁谭义起老人见证了小区老
年义务巡逻队的发展。他是文化路社区的

义务巡逻员，做巡逻员五年多，他们的队
伍由几个人发展到了七八十人。

而潍坊义工的发展更为迅速，2006 年
成立之初仅有 2 个人，如今已经有 3500 多
人。“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但众人的力量很
大。”潍坊义工副主席刘国栋说，为了捐资
助学，他们计划性地成立了助学组，五年
多来，共落实资助了 300 多名贫困生和 20

多座图书馆。这若是凭一己之力，绝对完
成不了。与以前不同，现代的公益，除了是
人人参与的公益外，还是有计划性、组织
性的公益。正是如此，小草根们才得以积
少成多，有了改变的力量。

在众多志愿者的努力下，患有先天性
心脏病的贫困学生唐敬虎得到了救助，患
尿毒症的张燕在生病中的日子里得到了
温暖，数千名贫困孩子得以继续学业……
志愿者用他们小小的一份力，温暖着他
人，改变着潍坊。

“世界的改变不是少数人做很多事，
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事”，像很多志愿者
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潍坊正慢慢因为越
来越多的人做了一点点事，而日益美好。

“抱团”同行

目前在潍坊，活跃着潍坊义工、鸢都
义工、潍坊社工、社区义工、和谐车队、雷
锋车队、爱心车队等等。各个团体之间多
都相互独立，各自有各自的管理方法和做
公益的操作模式，合作的机会并不多。然
而，面对很多公益项目，志愿者团体经常
会面临人员不足、资金不足、影响力不足、
公信力不足的窘境。

“汶川地震的时候，潍坊好多志愿者

组织，包括小学生都走上街头募捐。”志愿
者“飞天”说，募捐过程中，就有不少市民
质疑，这么多团体都在募捐，该信哪一个？
如果那时各个志愿者团体组织起来，共同
策划一个募捐活动，用统一的名称，应该
效果更好，更使人信服。

“虽然组织中有上千成员，但经常参
加活动的也就一二百人，有的人参加几次
活动就自动‘归隐’，或是半年参加不了一
次集体活动”，潍坊一公益组织负责人说
道，有时候组织一次较大型的活动，凑人
数都感觉比较困难。

而本月 4 日，鸢都义工、泉城义工、日
照义工等省内近 70 家公益组织携手成
立了山东公益联盟。这意味着，民间公益
组织将以合作模式实现资源共享，跨越
地域限制，做起大慈善。这种新模式，让
潍坊不少本土志愿者组织看到了发展的
新方向。在他们眼中，“抱团取暖”是一个
很好的做公益的模式。除了影响力更大、
效果更好以外，也能方便他们联合起来，
为自身争取更多权益。志愿者张栋说，现
在关于志愿者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缺乏
政策保障和经费保障，志愿活动经费只能
靠自筹解决，没有长期、稳定来源。若是大
家一起为自身权益努力，相信问题将能更
快解决。

据悉，为了凝聚力量，目前潍坊几大
志愿者组织也渐渐加强了合作。本月潍坊
启动保护母亲河志愿者服务时，就组织了
鸢都义工、潍坊学院志愿者、山东交通职
业学院志愿者、潍坊职业学院志愿者和山
东经贸职业学院的志愿者。他们将联合对
三河和峡山水库进行分段管理。

社会的“第三部门”

齐鲁晚报：义工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
王新航：义工组织一般被认为是社会的

“第三部门”，是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一种补
充。社会在前进，义工也在摸索，义工更需要和
政府、社会的配合。

而鸢都义工是网络上自发形成的一个民
间公益组织，是联系潍坊各地义工开展志愿活
动的平台，它不仅开展支教助学、助残、助农等
公益活动，还为贫苦儿童、残障人士等弱势群
体提供帮助。

齐鲁晚报：有人说义工就是做帮助人，是
不是只要助人的都能算做义工。

王新航：不能这样讲。有些人可能只是心
血来潮想做好事儿，做了一次后就不做了，也
有些人抱着一些目的去助人，在我看来这些人
都不能算做义工。毛主席说“做好事不难，难的
是一辈子做好事”，我觉得这句话正是诠释着
义工的概念，做义工贵在坚持。

“救急不救困”

齐鲁晚报：义工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王新航：潍坊起初的义工理念并不发达，

义工不仅仅是伸出援助之手就行了，更多的是
需要思考，比如助学，不是我出点资金就了事，
还要考虑这些钱让受助者产生依赖心理怎么
办？因此，“义工”不是施舍的恩人，我们主要是

“救急不救困”。
齐鲁晚报：3000 多人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

组织了，要维持这样一个组织运转，管理成本
应该很高吧？

王新航：一个公益组织要想良好运转，必
须要有凝聚力、公信力和执行力。最初的鸢都
义工的确较为松散，人也不多。我领导鸢都义
工之后，通过组织活动，提高了组织的凝聚力。
鸢都义工现在的日程表很满，平均每周都有两
到三次活动，执行力比较好，而且通过这些活
动的开展，我们在潍坊市民间的公信力也越来
越高，许多市民有困难会主动找我们。

专业化是最大的困难

齐鲁晚报：义工组织会面临哪些困难？
王新航：专业化的问题，也可以说是职业

化的问题。打个比方，如果某个企业捐赠 100

万，那么这些钱如何利用？有没有监管？这也是
国内义工最大的问题。

齐鲁晚报：鸢都义工也有这个问题吗？
王新航：鸢都义工一旦注册，我们一定会

引入第三方来进行监管。但现在没有注册，为
避免财务等出现问题，我们不接受社会捐款，
也不存一分钱，每次的义工活动，如果有捐款，
义工都是现场捐，把捐款直接交到需要受助的
人手里，财务完全公开透明。

潍坊志愿者群体调查
本报记者 韩杰杰

数年前，公益还多是政府、企业的
事儿。那时，为数不多的“雷锋”们几乎
都是默默地，小范围地，各干各的好事。

如今，众多公益更多依赖的是志愿
者们的草根力量。他们由一个个松散的
个人集结成一支支紧密的队伍，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崛起，带着“做些什么”的
简单而急迫的愿望，活跃在潍坊的大街
小巷。

做义工贵在坚持
对话鸢都义工联主席王新航
本报记者 于潇潇

8 日，本报记者对鸢都义工联主
席、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王新航进行了
专访。对于鸢都义工未来的发展，他说
现在正积极进行注册，争取让鸢都义工
成为一个品牌，成为“百年老店”，让潍
坊成爱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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