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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满足生活所需

土耳其强震牵动人心。截至记者发
稿，当地的搜救工作已接近尾声，进入
紧急赈济安置阶段，物资与生活保障成
为工作重点。

从阿达纳到哈塔伊，连日来，中国
乡村发展基金会国际人道救援行动小组
有序开展地震救援响应行动。据救援小
组成员张秀子介绍，由于当地正值寒冬
且房屋在地震中损毁严重，第一批采购
的物资集中在食物、帐篷、防雨布等。

“我们问了很多渠道，最终联系上工
厂，采购到了可用来搭建帐篷的防雨
布。按照每户五到六个人计算，已发放
的防雨布可供600户家庭使用。”张秀
子说。

地震后，在土耳其进行物资采买、
调运并不是一件易事，来自四面八方的
力量在共同努力。张秀子告诉记者，行
动小组得到了志愿者、商会及土耳其当
地民众的很多支持，第二批采购的大
米、卫生用品等急需物资目前都已发放
完毕。截至2月15日，中国乡村发展
基金会共发放防雨布60卷、大米1000
袋、食用油1000桶、卫生包1000份，
惠及哈塔伊省克勒克汉县8个村共计
6000余人。

2月15日15时52分，由中国南航
集团免费运输、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捐
赠的200顶帐篷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直
飞伊斯坦布尔，驰援土耳其地震灾区。
接下来，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将与当地
合作机构共同商讨，推动建成一处安全
的帐篷营地，同时继续投入大米、卫生
用品等更多物资，助力当地紧急赈济与
过渡安置工作。

“在哈塔伊省克勒克汉县发放救灾物
资的时候，当地村民煮好热茶送给我们
表达感谢，热腾腾的茶暖进了大家心
里。”忙碌之余，张秀子和队员们感受着
善良与友好传递出的力量，“那么多温暖
的拥抱和笑容，会一直铭记在心里。”

当地时间2月15日晚，蓝天救援队
集体回撤到伊斯坦布尔。回国前休整的两
天时间里，队员们在一所大学举行了一个
小仪式，将协助当地民众在土耳其成立救
援队，播下救援和友谊的“种子”。

心暖不怕路难

这些天来，爱德救援队队员张超和
伙伴们辗转在土耳其地震受灾严重地
区，开展需求调研与物资补给。除了要
卖力寻找采购渠道，还要克服语言、人
力、交通等方面的问题。

“对很多不远万里来到当地的中国
社会救援力量而言，除了艰难的搜救工
作，自身物资补给同样难以为继。”让
张超印象深刻的是，最初几天，那些进
行高强度搜救作业的队员们，很多人都
是依靠压缩饼干连续十多个小时奋战在
废墟上。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爱德救援
队第一时间链接资源，快速采购了一批
厨具与食物。

从马拉蒂亚到阿达纳，再带着一大
批物资从阿达纳到哈塔伊，张超和队友
崔亚洲搭乘的都是当地民众的“友谊之
车”；采购物资时偶遇一对土耳其父
女，得知他们要运送炊具、食物等后勤
补给，当即表示“包在我俩身上”。在
父女俩的“护送”下，物资于当晚顺利
送达哈塔伊的中国社会救援力量驻扎
地，让大家吃上了热乎乎的“中国味
儿”。

随后的调研中，爱德救援队得知位
于本次地震重灾区卡赫拉曼马拉什的埃
尔比斯坦地区对生活物资尤其是婴儿和
妇女用品存在较大需求。在当地合作伙
伴的帮助下，爱德救援队从阿达纳采购
了一批卫生巾、纸尿裤等家庭卫生用
品，在接近-20℃的严寒中将这批物资
送达埃尔比斯坦。

此外，爱德基金会（香港）响应土
耳其驻港总领事馆的呼吁，紧急筹措
800余条保暖羊毛毯，为处于震后与低

温双重困境中的当地受灾群众送去
温暖。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参加救灾工
作，都能看到当地民众和我们社会力量
团结互助，齐心协力。”参与了10年灾
害救援工作的张超感叹道，因为心暖，
所以不怕路难。

多方援助纾解困境

2月 13日凌晨5时 55分，中国红
十字会向叙利亚地震灾区提供的第二批
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从北京起运。该批物
资包括棉帐篷、赈济家庭包、保暖冲锋
衣等生活物资以及灾区急需的药品等医
疗物资，可使受灾民众1万余人受益。

此前，中国红十字会援助叙利亚的
首批医疗物资已顺利移交叙利亚红新月
会投入地震灾区使用。

记者从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获悉，
该基金会前往土耳其和叙利亚受灾地区
的两支救援队，目前已将侧重点放在安
全进入部分灾区以及物资分发。受访工
作人员表示，当地需要大量物资，尤其
是防寒用品。当地时间2月18日，平
澜公益救援队在土耳其紧急采购了毛
毯、棉被、食品等灾区急需物品，捐至
哈塔伊省的一处安置点。

记者了解到，地震发生后，中华慈
善总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紧急援助

土耳其、叙利亚地震灾区倡议书》，开
启“紧急援助土耳其、叙利亚地震灾
区”公开募捐行动，为两国受灾地区筹
集赈灾与灾后重建所需款物，专项用于
支持灾区社会福利机构以及公共设施
重建。

倡议书发出后，安踏集团率先响
应，向土耳其、叙利亚两国受灾群众捐
赠价值人民币3000万元的御寒装备等
物资，助力重建家园；东润公益基金会
加入首批捐赠行列，向土耳其灾区定向
捐赠帐篷、冲锋衣、睡袋等应急物资。
中华慈善总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将尽
快将这批人道主义救援物资送到灾区人
民手中，助力当地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

与此同时，浙江省微笑明天慈善基
金会联合多家爱心企业，向土耳其地震
灾区捐赠睡袋、羽绒服、保暖手套等物
资，由专机发往当地。为纾解土耳其灾
区困境，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联合爱心
企业，向土耳其受灾地区捐赠不同型号
的羽绒服、针织长裤等物资，共计
2000余件价值100万元，最大程度地
保障严冬下的震后恢复工作，帮助灾区
民众渡过难关。

愿予温暖 重建家园
——中国公益组织持续支援土耳其、叙利亚地震灾区

本报记者 赵莹莹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之年。

一方面，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将继
续围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区服
务、数商兴农、生态环保、应急救援等
领域，深化和拓展原有项目，并对新项
目进行立项及试点，凝聚更多社会力
量，帮扶更多欠发达农村地区和低收入
农村群众。

另一方面，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
中国电商乡村振兴联盟、帮帮公益平台
将积极引导爱心企业，以产业投资、消
费帮扶、人才培养、就业创业等方式，
逐渐实现农业、农产品、文旅、民宿等
三产融合，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

农村电商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
突破口，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动能。
因此，2022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都
提到实施“数商兴农”，希望在新时代
新征程中，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环境不断夯实，从
而让乡村的潜能得到激活，让农村父老
乡亲实实在在受益。

自2018年以来，中华思源工程基
金会都是农村电商和“数商兴农”工作

的推动者、践行者和贡献者。在商务部
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指导下，中华思源
工程基金会牵头成立的中国电商乡村振
兴联盟，联合众多成员单位，从“线上
产销对接、品牌推介洽谈会、三品一标
认证”等维度开展工作，已累计帮助对
接销售农产品超464亿元，资助447家
农特产品企业获得“三品一标”认证证
书，带动农户超170万户。

2023年，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将
继续依托中国电商乡村振兴联盟及成员
单位，不断发挥帮帮公益平台及广大社
会组织的作用，一是帮助农特产品与电
商平台的线上产销对接，二是在多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农产品品牌推
介洽谈会，三是捐资资助中西部地区农
特产品企业进行“三品一标认证”，全
面助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同时，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各个部
门，将在文化教育项目、医疗卫生项目、
应急救援项目、网络众筹等方面，都会将帮
扶资金和物资向“三农”倾斜。其中，在

“思源美丽乡村”项目上，加大对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帮扶工作；在“乡村振兴能量
包”项目上，将投入超过1000万元，关注
乡村妇女儿童及困难群体，为他们送上生活
必需品，受益人群预计超过5万人。

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晓林：

大力推动“数商兴农”
本报记者 舒迪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 2月18日，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
青少年公益年会正式启动。此次年会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香
港洛士文基金、澳门基金会、广东省宋庆龄基金会共同举办。启
动仪式分别在北京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和香港浸
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中小学设会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宋
庆龄基金会主席李斌在北京会场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李斌表示，公益事业是温暖人心的事业，需要一代代人薪火
相传。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粤港澳合作伙伴，共同举办每年一
次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公益年会，为两岸暨港澳的青少年搭建
公益交流的平台和共同追梦的桥梁。希望广大青少年热爱祖国、
热爱家乡，勇于创新、开创未来，热心公益、成长成才，用创新
创造开创大湾区的美好未来，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期
待大家再接再厉、共襄盛举，继续关注和支持年会，共同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启动仪式现场，来自两岸暨港澳的青少年代表分别讲述了他
们的公益故事与感受。

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中小学高一年级学生刘子馨表
示，来自长辈的言传身教，让她体会到什么是社会责任，能帮助
别人会有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温暖很多人的
太阳。

澳门海星中学高二年级学生梁倩盈表示，自己身处一个繁荣
的时代，既是未来的见证者、参与者，更是建设者，通过参与公
益活动履行社会责任，在帮助他人时完善自我是最好的成长
方式。

香港弘立书院初二年级学生张慈恩是在香港就读的台湾学
生，她通过参与关爱老人的公益活动，将关爱自己身边长者的爱
心自然而然地推及他人，她希望通过延续这份爱心，实现孟子描
述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

深圳中学高二年级学生邓筌心介绍了自己倡导创建的公益项
目，期待更多青少年能够发现自身闪光点，将遭遇的人生挫折转
换成砥砺前行的动力，并将这样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人。

2023年是宋庆龄诞辰130周年，孙中山、宋庆龄都和香港
有深厚的渊源，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中小学的同学们表
演了诗朗诵《孙中山宋庆龄与香港》，表达了他们对两位伟人的
敬仰与思念。

据介绍，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公益年会以“培育公益精神，
促进公益合作”为宗旨，自2020年设立以来，为促进粤港澳青
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发挥了积极作用。

启动仪式后，本次年会的102个配套项目将陆续开展，贯穿
全年。这些项目经过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粤港澳理事和香港洛士文
基金、澳门基金会、广东省宋庆龄基金会、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等有关机构积极推荐，汇聚了大湾区“9+2”城市的公益资
源，助力青少年开拓视野、增长见识、成长成才。

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公益年会启动

本报讯（记者 郭帅）今年3月3日是第二十四个全国爱耳
日，中国残联、教育部等11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将联合开展全
国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

今年全国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的主题为“科学爱耳护耳，实
现主动健康”。中国残联介绍，将全面准确宣传、解读《国家残
疾预防行动计划（2021-2025年）》，推动形成加强听力残疾预
防、提升听力健康服务水平的强大合力。

活动还将加强科学爱耳护耳知识普及，增强公众主动健康意
识。引导社会公众学习听力健康知识，养成科学用耳行为，在家
庭、公共场所等自觉减少噪声排放，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
方式；主动预防噪声污染、耳毒性药物等有害因素对听力造成伤
害；定期进行听力健康检查，发现听力异常时，主动就医接受听
力医学诊断，并积极配合规范治疗和康复；树立耳聋防治理念和
信心，努力成为听力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此外，活动还将加大重点人群听力残疾预防与康复知识宣
传，降低听力残疾风险。针对小龄儿童及其家庭宣传遗传、发
育、疾病和伤害等听力致残因素防控知识，普及早期干预、全面
康复的理念和方法；针对青少年宣传科学使用电子设备的常识，
预防过度使用造成听力伤害；针对噪声性耳聋高危职业群体重点
宣传噪声危害和防治方法；针对老年人群体加强耳聋对身心健康
影响的宣传，普及预防老年性耳聋的知识和方法。

据了解，1998年3月，在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上，15名全国政协委员针对我国耳聋发病率高、数量多、危
害大，预防薄弱这一现实，提出了《关于建议确立爱耳日宣传活
动》的第2330号提案。这一提案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经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卫生部等10个部门共同商定，确定每年
3月3日为全国爱耳日。

11部门部署全国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
“深入开展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专项
行动和搬迁群众就业帮扶专项行动”

“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开展农
村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等，这都为公
益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发展指明了方向和
着力点。

与之相呼应，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
基金会今年计划在贵州省雷山县着力打
造“搬迁安置区就业帮扶车间示范
点”，通过假发生产、服装生产、非遗
手工等产业，落实更多搬迁群众稳定就
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的“压舱石”。

为了让乡村女性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
力量，将在“香橙妈妈”项目基础上，建
立县域“香橙梦想中心”，打造县域乡村
女性综合发展项目。通过“香橙梦想中
心”，开展女性就业创业相关培训，亲子
家庭教育、基层女性干部能力提升等活
动，让乡村女性得到更加全面地发展，并
在乡村女性赋能这一更广泛的议题上发挥
作用。

自2018年开展至今的“乡村振兴
领头雁计划”，将继续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面向返乡青年、乡村干部等
乡村发展的骨干力量开展免费公益培
训，形成以“线上学习+线下孵化+社

群运营+市场对接”的闭环培养模式，并
建立互联网交流互助平台，为乡村人才的
发展提供社会网络支持。

为青年人提供学习机会的“小鹰计
划”，也将增加乡村振兴领域创业的时间方
向，明确设计、传播、文化活动、电商及新
媒体运营四个岗位方向的具体工作内容，使
之更匹配乡村对青年人才的需求。同时，联
合高等院校共同培养，开展短期实践，为青
年人提供尝试参与乡村振兴项目的机会。

在民政部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促进司
指导下，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与中
国社工学会等共同合作搭建社工学习数据
管理平台，开展乡村社工培训，为基层赋
能提高效率。

目前，“全国乡镇社工赋能计划”项
目正在筹备，旨在通过理论知识、社工技
能、组织管理等内容的培训，全方位提高
乡镇社工工作技能、组织和管理能力，提
升乡镇社工服务水平和社会责任感。

此外，在2022年实现10个省58个东
西部协作调研的基础上，友成企业家乡村
发展基金会今年将继续选择约50个县开展
调研，并以调研为基础形成相关决策咨询
报告，发布东西部协作蓝皮书。同时预计
在100个县开展东西部协作教育、医疗公
益项目试点。

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零慧：

多方位培养乡村振兴人才
本报记者 顾磊

近日，北京市门头沟区慈善协会协同爱心组织赴门头沟区斋
堂镇斋堂中心小学开展助学活动，志愿者们将学习用品及生活用
品等爱心物资送到学生们的手中，并送去新学期的祝福。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进校园献爱心

2月1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正式公布，其中许多
方面，都是公益慈善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发力点和创新点。聚焦守底线、促振兴、强保障，新的一年，公益慈
善力量如何结合自身实际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记者就此采访了多家公益组织相关负责人。 ——编者

助力乡村振兴怎么干？公益组织如是说（一）

▲中国公益组织向土耳其受灾民众发放物资 （受访者供图）

▲

中国蓝天救
援队在土耳其马拉
蒂亚向当地受灾民
众分发食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