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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兴旺，培育乡村
人才、激发内生动力是关键。近年来，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中国国际经济技
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爱心
企业，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
彝族村寨外普拉村作为试点，开展以妇
女为主的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项目，
重点赋能培训当地妇女，让她们迸发出
强烈的文化自信心与改造家乡幸福生活
的韧劲，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力量。

外普拉为彝语“石板河”之意，村落
建于三山夹两河之间的一整块大石板
上，依山傍水、古朴自然。道路两旁，保
存着完整的彝族传统夯土民居建筑，一
砖一瓦满是岁月的痕迹。人在山上，水
在山下，土地十分贫瘠，勤劳聪慧的外普
拉村民在花篮里垫上塑料布，从山脚背
水上山，用这种“花篮背水”的方式维持
着日常生活。

2017年4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携手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等，以外普拉村作为试点，
开展以支持妇女为主的乡村振兴与可持
续发展项目。

项目组通过调研，邀请多方专家以
及当地干部共同研讨后一致认为，无论
是乡村振兴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最关键都是人才建设、组织文化建设。
考虑到妇女是刺绣、手工、厨艺、彝族舞
蹈等乡村传统文化的骨干力量，项目开
展了一系列以妇女为主体的培训以及
考察。

基于对村庄各类优势资源的全面认
识，2019年项目组以及村民们制定了产
业规划：以生态旅游、教育培训、文化艺
术、健康休闲等第三产业，拉动种植养殖
等第一产业和农产品加工、手工艺等第
二产业，最终实现三种产业融合发展。

通过为村子里的妇女带来各类形式
的赋能培训与引导，到2020年，当地生
活在贫困线以下的 60户家庭和 193人
实现脱贫；210 名季节性农民工和 120
名长期农民工（其中大多数为女性）能够
返乡就业或创业；607名当地妇女找到
了工作并增加了收入，其中一部分成为
村委会成员，一部分成为当地民宿管理
者、歌舞团骨干，走在了外普拉乡村建设
的最前端，奔向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从参加村民会议到外出考察，从组
织艺术活动到创新民族刺绣，从开展生
态农业到办民宿、做餐饮，从练习手工绘
画到上语言文化课，很难想象，生活在深
山幽谷间的彝族妇女而今的日常生活如
此丰富多彩。她们牵头组织外普拉乡村
生态旅游合作社、火波若玛（彝语，汉语
意思“月亮的女儿”）艺术团以及各类美
食、礼仪、民宿、刺绣等兴趣小组。

夏学芳是外嫁进村的汉族妇女，不
仅成为火波若玛的一员，还通过刺绣培
训练就了一手好绣工。“我们的经济来源
比以前更多了。除了彝绣、民宿和各项
旅游服务，我们家也种植芒果，养殖黑山
羊、猪，家庭年收入增长了三分之一。”夏
学芳说。她的家庭经济状况代表了村里
大多数人的现状。也正是在她的带领
下，村民们积极开展种植养殖，芒果也成
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大力倡导
下，村民以有机大米取代了烟草种植。
2020年，30余户家庭代表和村组干部参
加了生态水稻种植培训，村里收获了20
多吨生态大米，与以往种植烤烟的收益
持平。由于稻田种植高度机械化，村民
们付出了比以往更少的劳动。

这些成果，也映照在返乡的大学生
朱永艳的生活中。家乡的变化吸引她留
了下来，成为外普拉生态旅游合作社负
责人之一。看到合作社的账户从不足千
元到数万元，看到村民们不施农药化肥
种水稻、以资源循环利用的方式改造民
居、传承传统彝族文化，邻里相助、家庭
和谐，她觉得，这就是自己心中最理想的
家园。

目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处和项目合作伙伴已进入开发第二阶
段，致力于增强当地村民特别是妇女的
能力，增加她们的收入；保护当地民族文
化，增强妇女权能；保护自然环境，促进
村庄可持续发展。

“我想修一座桥，让村外的人过来看
看我们外普拉，看看我们的房子、唱唱我
们的歌、跳跳我们的舞，融入我们的生
活。”朱永艳说，她最大的心愿是让外普
拉的芒果干、民宿、山山水水以及火波若
玛艺术团走出山寨、走出云南，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

让“月亮的女儿”走出深山绽芳华
——中国妇基会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项目小记

本报记者 赵莹莹

本报讯 （记者 顾磊） 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日前启动“点亮童年每一
刻”公益倡导活动。该活动面向家
长、教师等与儿童关系最为密切的成年
人，倡导其践行积极的养育和管教，并
且呼吁全社会更新观念，终结儿童在
家庭、校园和网络环境中所面临的一
切形式的暴力。

据介绍，长期以来，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与中国政府合作，在完善儿童保护
领域的预防及应对服务方面开展了一系
列项目与工作，其中包括与养育相关的
项目以及促进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
定》的落实等工作，此次公益倡导活动
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为人父母、为人师长并非易事，
但通过学习积极的养育和管教技能，无
论家长还是教师都能做得更好。”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桑爱玲表示，运
用这些技能不仅能够显著增进孩子的福
祉，还有助于亲子携手共同应对挑战，
从而建立起更牢固的情感纽带。“我们
所有人都肩负着共同的责任，以确保家
长和教师得到相应的支持，帮助儿童成
长为社会的栋梁之材。”桑爱玲说。

记者了解到，“点亮童年每一刻”
公益倡导活动，旨在引导公众进一步认
识积极的养育与管教，进而帮助家长与
孩子建立起彼此尊重、信任、理解并充
分沟通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将为儿童的
成长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有利于儿
童更好地应对其在家庭、校园和网络环
境中所遇到的挑战。此外，活动还致力
于为中小学及教师队伍提供相应支持，
以帮助他们为儿童营造一个安全、快乐
的学习与成长环境。

“点亮童年每一刻”公益倡导活动启动

公益小店点燃“星星之火”

3个多月前，“口罩天使中途宿
舍”从合肥市吴夹弄搬到了不远处
的上派路。这里专门为长期异地就
医的血液病、恶性肿瘤儿童家庭提
供免费暂住与心理关怀。

500 米外就是安徽省儿童医
院，步行只需5至 10分钟。孩子在
医院治疗，父母在‘中途宿舍’中
转歇脚，有了喘口气的时间。7年
间，有近 700名患上白血病的孩子
及其家人在“口罩天使中途宿舍”
短暂居住，一边治病，一边生活，
在 漫 漫 求 医 路 上 始 终 有 “ 家 ”
可归。

这些年，为了这个天南海北聚
集到一起的“大家庭”，人到中年的
王大成事无巨细地操持忙碌着。他
期待因为彼此的相遇，让这些孩子
可以更好地康复，也让身心俱疲的
家长有一处临时落脚的地方、一个
被倾听的机会。

“‘中途宿舍’除提供免费住
宿之外，更多的还是为家长赋能，
共同让孩子的身体状况得到好转，
也让困境中的家庭有了突破困境的
勇气与力量。”王大成说：“中途不
是终途，大家在这里相遇，是为了
更好地离开。让困境群体走出困
境，同时又能从受助者成为助人
者，这就是‘中途宿舍’的意义所
在。”

“中途宿舍”自 2016 年开办至
今，有很多病童家庭主动在业余时
间当起了志愿者。对于新来的家庭
和患儿，分享信息、给予指导，都
是非常大的宽慰。更多的孩子，则
在这种“大带小”“老带少”的互助
氛围中，丢掉疾病带来的阴霾，重
拾孩童的活泼开朗。

在“口罩天使中途宿舍”，厨房
是这个“大家庭”的中心。除了菜
品需要自己准备外，水电、米面粮
油、厨具等都供大家免费使用。去
年，王大成加入“网商银行公益小
店联盟”，宿舍的公益成本得到
分担。

这两年来，还有很多小店和中
途宿舍一样，在默默地奉献爱心、
温暖他人。目前，公益小店联盟的
成员已超过 1000 家，分布在全国
30个省区市的140个城市。

在江苏南京，菜摊老板王勇退
伍后靠卖菜维生。5年来，他每天
一大早出门为社区里的独居老人送
菜上门，从来没收过一分钱，即便
是在疫情防控期间，也是如此。
8000多份新鲜蔬菜，不仅解决了老
人的吃饭问题，也让他们感受到关
爱与温暖。

在江西新余，开了19年理发店
的傅建国、胡金兰夫妇从最初为残
疾人、行动不便的病患免费上门理
发，到每月 20 日准时前往当地的

“颐养之家”，为孤寡老人和留守老
人服务，风雨无阻地送去关爱，也

带动了身边不少爱心人士一起投身
公益。

在陕西西安，开饺子馆的李恺
用一种“低调”的方式帮助正在窘
迫中的陌生人。他将A套餐告示贴
到小店门口：“如果您遇到困难，这
里可以免费请您吃水饺。挺过去了
就知道，没什么大不了！”

……
他们，是芸芸众生中不起眼的

普通人，从事着日常生活里的平凡
营生，传递着微小却温暖的善意。
一间间公益小店，在全国各地点燃
了“星星之火”，让更多人看到了它
们的韧劲儿。

被更多人看见和支持

一年多的时间，公益小店联盟
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公益平台，集聚
社会各界的力量，为公益小店捐资
助物。其间不难发现，许多公益小
店需要的不仅是成本分担，更是精
神上的支持与陪伴。

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厨房、获得
2021年度十大公益小店的郑州抗癌
共享厨房，开在黄金地段却坚持 7
年不涨价。店主张广兵加入公益小
店联盟前，剩下的钱仅能支持 3个
月，网商银行给他送去资金支持，
换下了被暴雨淹过、有安全隐患的
旧电磁炉。与此同时，好心人纷纷
伸出援手，匿名捐款捐物，现在的

厨房俨然变成了一个爱心中转站，
张广兵感觉“更有动力坚持做下去
了”。

“在河南，公益小店的善行义举
就像一枚火种、一座灯塔，温暖着
我们的城市。”河南省文明办二级
巡视员巴红田表示，“网商银行公
益小店联盟”开创了银行帮小店的
公益形式，有效解决了小店做公益
的难处，助力他们把爱心传递给更
多人。

12月14日，全国首支公益小店
微电影启动，活动主办方希望通过
展示他们的故事，更好地助推“小
店帮大家，社会帮小店”的公益模
式。以普通劳动者为主角，从平凡
中发现不凡，从质朴中发现崇高，
激发观众共鸣共情，给人以自信自
强和温暖向上的力量。

“我是云南保山的，我们这有个
‘90后’小伙儿，连续8年给农村老
人拍全家福，不收费！”

“江西有许多爱心小店，有的为
老人和身障人士免费理发，有的为
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送热水，期
待能在屏幕上看到江西省公益小店
的故事。”

“合肥梨花巷里有个豆腐脑摊
位，店主快 60 岁了，每天都请老
人、儿童、献血者免费喝豆腐脑。”

“我推荐昆明的一家咖啡馆，冬
天一到，店员就请环卫工人、快递
员免费喝热咖啡。”

征集消息发出后，评论区引发
分享热潮，各地网友纷纷推荐自己
熟知的公益小店，涵盖餐饮、理
发、商超等,公益模式包括免费提供
用餐住宿、供应救灾消毒物资、专
设特殊人群就业岗位等。

“小店主们是一个个鲜活的个
体，他们努力生活，认真经营，还
常常挂心着需要帮助的邻里路人，
我们想要用影像化的方式，让大家看
见小店主长久的坚持。”公益小店联
盟负责人王烨介绍，在征集活动中入
选的公益小店将获得公益扶持金，以
降低自身公益成本。最具代表性的小
店有机会成为微电影主角原型，在
2023年通过屏幕与大家见面，这也
意味着它们将被更多人看见和支持，
让自身的公益之路走得更远。

做好事没有“后顾之忧”

去年 5月，为了让小店主自发
的公益行为能够更好地持续下去，

“网商银行公益小店联盟”正式成
立，发现一家，帮助一家。联盟通
过提供每年5000元至两万元不等的
公益金、免费升级经营设备等形
式，为加入联盟的小店分担公益成
本，放大小店给社会带来的温暖、
将善意传递出去。

王烨告诉记者，联盟成立的初
衷，就是希望在金融服务之外，能
够为这个群体提供更多额外的支
持，让他们做好事没有“后顾之
忧”。

人间从不缺乏善意。记者了解
到，公益小店联盟中，“80后”和

“90后”的店主占比超过六成，独
居老人、环卫工人、身障人士、病
人家属等，成为公益小店主要受助
群体。坚持做公益超过10年的小店
有96家。

这群城市的好心人就生活在我
们身边。他们平凡，没有更多光环
加身，只是小餐饮、小超市、理发
店的经营户；他们不富裕，甚至有
人面临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困难。

然而，静守小店的同时，他们
却将目光投向普罗大众，敏锐地觉
察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并及时伸
出援手，以最小的体量，迸发出最
大的善意。

“以一己之力做公益，难度可想
而知。收入微薄、原料成本上涨等
多重因素，不少小店收入难以为
继，公益之路走得坎坷。”王烨坦
言，微小的善意就在身边，这样的
小店值得扶持、帮助，“慈善公益不
是单向的付出和给予，而是双向的
助力、提升和带动。”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
之间。启动微电影项目之前，网商
银行已支持全国超过1000家公益小
店，通过联合公益伙伴提供资金、
捐赠物资、更新设备等方式，降低
小店的公益成本，支持小店的长期
发展需求，让善意走得更远。

这个冬天这个冬天，，让善意走得更远让善意走得更远
——千余家公益小店温暖他人

本报记者 赵莹莹

爱德基金会日前携手阿里巴巴公
益、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在江苏南京举
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栖霞高峰论坛
暨第七届爱德老年服务研讨会，会上
发布的 《中国困境老人服务发展报
告》显示，创立8年的“爸妈食堂”
老人助餐项目迄今已累计提供助餐服
务195.3万人次。

爱德基金会理事长丘仲辉表示，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日益
增长的老年群体蕴藏着极大的养老服
务需求。“爸妈食堂”项目资助对象
为60周岁以上经济困难的重病残疾
老人、75周岁以上经济困难的空巢
独居老人。受助老人每天可享受一份
温暖的午餐以及专业组织提供的助老
服务，资助规模视当年筹款情况以及

受助区域困难老人数量而定。统一餐
标为一大荤一小荤一素一饭一汤，具
体可根据当地饮食习惯，将面食代替
米饭。

据介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
成为我国社会迫切需要面对的现实需
求。面对困境老人的种种服务需求，
为了解决老年人“舌尖上的难题”，
2014年，爱德和阿里巴巴公益联合
发起“爸妈食堂”老人助餐项目，通
过网络筹款，为养老服务组织提供资
金支持和技术指导，以公益午餐为载
体，为高龄、孤寡、独居、残疾、失
能等困境老人提供助餐服务。

8年来，“爸妈食堂”仅在项目
起源地南京地区就累计筹款1100多
万元，资助了南京市60多家社会组

织，覆盖10个区、40多个街道，开设
“爸妈食堂”助餐点120多个，为4000
多位困境老人解决了用餐难的问题。

历时8年时间，“爸妈食堂”项目
已成功运营了四期，服务范围从南京
市推广至全国 24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累计提供助餐服务 195.3 万
人次。

为全面了解老人需求，2021年11
月，由南京大学教授陈友华担纲，爱德
基金会、南京大学和南京财经大学共同
合作，对“爸妈食堂”项目开展了一次
评估调研，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
收集了70个助餐点和310位受益老人
的信息，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形成该
报告。

报告显示，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

践，“爸妈食堂”项目从南京走向全
国、从城市走向农村，积累了丰富的为
老助餐服务经验。“爸妈食堂”项目的
核心成效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了为
老服务资源的整合，起到了“汇点成
面”的作用，串接了服务需求和服务供
给，打造了网络化的养老助餐服务格
局，既提升了老年人的服务体验，也增
强了社会组织的服务和管理能力。二是
形成了三种可推广、可复制的助餐服务
模式：“养老院+助餐点”模式、“中心
食堂+助餐点”模式、“社工入驻+村民
自助”模式。在项目的执行中，一方面
通过培育自己的专业养老服务团队、建
立实体养老院和养老服务中心，形成了
具有引领示范性的助餐和养老服务典
范，另一方面通过寻找和筛选合作机
构，吸引和帮助了一大批社会组织参与
助餐服务。

论坛上，来自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
司、江苏省发改委、民建广西区委等相
关部门，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
京大学等高校及研究机构专家和多家爱
心企业的嘉宾们，共同围绕“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等系列主题展开了热烈的
讨论和分享。

“爸妈食堂”老人助餐项目
已累计服务195.3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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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新余，胡金兰为
老人免费理发。

在“口罩天使中途宿舍”，王大成 （右三） 和患儿及其家人在一起。

▼郑州爱心共享厨房，张广兵 （左
一） 为病患家属提供免费汤粥。

夏学芳和她的两个女儿夏学芳和她的两个女儿 （（妇基会供图妇基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