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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善 要 闻
CISHANYAOWEN

见 证 阳 光
JIANZHENGYANGGUANG

青年是中非友好的传承者、深化
合作的推动者。在外交部、中国宋庆龄
基金会、山东省人民政府于日前主办
的第七届中非青年大联欢活动中，来
自48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的49名
青年代表参访北京、山东两地，通过实
地考察和相互交流，更加深入地了解
中国，也增强了继续做好中非友谊传
承者的决心，立志为构建中非命运共
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
流中心，非方青年代表体验了木艺、茶
道、活字印刷等项目，亲身感悟灿烂悠
久、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借草木之本，染一寸一尺。印染
是中国传统而独特的染色工艺，需要
叠、扎、浸、晾……”印染工坊内，来自
赤道几内亚的埃斯塔尼斯劳·门巴跃
跃欲试，在授课老师的指导下，手中的
白色布袋经过折叠、缠绕、蜷曲等步
骤，被放进染料中充分浸泡。

“‘染’的时候非常忐忑，‘拆’的过
程满是期待。”手拿带有赤道几内亚国
旗颜色的麻布袋子，埃斯塔尼斯劳·门
巴非常有成就感，那些深浅虚实的色
晕图案，不禁让他感叹中国非遗文化
的魅力。

在居庸关长城，沿途设置的8个
活动关卡，让非方青年代表了解了长
城的历史、领略了长城的壮美。加纳青
年夸库·安蓬萨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登
上长城的那一刻，他的内心极为震撼，
和大家一同用母语在签字簿上写下

“你好！中国，我们来了”，并将自己精
心准备的明信片投入邮筒，寄出来自
中国的问候。

参访活动期间，非方青年代表还
走进外交部蓝厅，与中方青年代表进

行互动交流。在外交部发言人的新闻
发布现场，青年们也成了“发言人”。大
家围绕中国与非洲关系、如何讲好非
洲与中国故事、中国式现代化对非洲
发展的启发、如何促进中非青年交流
等问题深入探讨。

从北京来到山东，在乡村振兴片
区第一次看到如何采摘并加工茶叶，
塞内加尔留华学生和实习生协会秘书
长阿拉萨内·恩迪尔进一步理解了中
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他告诉
记者，如今，越来越多的非洲年轻人来
华留学，他们把中国先进的科学知识
和技术带回非洲，有助于增强非洲发
展的内生动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
心相通。来自布隆迪的奥斯卡·尼蒂格
斯十分开心能够和青年朋友们一起，
近距离参观并体验中国，而中国的发
展速度也给了他信心与希望。在为期
8天的游览交流、借鉴学习过程中，他
特别希望能够达成更多合作，让中非
青年成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压舱石”和

“推进器”。
中非青年大联欢，是根据2015年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领导人
达成的共识开展的项目，旨在促进中
非青年交流，延续中非传统友谊，培养
中非友好事业接班人。

中非合作论坛非方共同主席国塞
内加尔驻华大使锡拉表示，非方高度
赞赏中国对于非洲教育与人力资源培
训的支持，不仅在国内及非洲共同开
展项目、发放奖学金，同时以项目为依
托进行技术转移。“我们应当坚定不移
地继续此类合作，为双方青年提供更
多机会，因为青年代表着双方合作与
行动的未来。”

凝聚青春梦想 共话中非友谊
——第七届中非青年大联欢落下帷幕

本报记者 赵莹莹

善 事 视 点
SHANSHISHIDIAN

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人民
政府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原中
国扶贫基金会）在雅安签订《凝聚社
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
议》，约定双方将共同整合各类资
源，聚焦人才培养、产业提升、影响
力打造等系列合作，把雅安打造成
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示范市、中
国特色公益慈善事业示范市，并将
合作形成的创新经验和模式转化
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据了解，2013年雅安芦山地
震发生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工
作团队前往一线，开展救援和重建
工作。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执行副
理事长刘文奎介绍说，该机构累计
向雅安投入社会捐赠资金3.26亿
元，其中芦山地震捐款 3.05 亿
元，后续新增捐款2100万元，分
3个阶段支持灾区重建发展。

在救援救灾阶段，为雅安全市
受灾群众发放价值6400万元的生
活物资，开展灾后恢复重建需求评
估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灾后恢复重
建项目规划，设立芦山地震抗震救
灾前线指挥部、灾后重建办公室，
常态化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恢
复生计。

在重建创新阶段，双方于
2015年12月4日签订第一轮《扶
贫开发战略合作协议》，围绕“互
联网+扶贫”、旅游扶贫、金融扶
贫和公益养老，重点围绕产业重建
和社会创新开展探索，培育出百美
村庄、善品公社等极具创新性和推
广性的产业发展类项目，有力支持
了雅安产业重建和脱贫攻坚。

在发展回馈阶段，进一步加深
合作，巩固扩大合作成果。在双方
共同努力下，许多项目都取得了非
常不错的成效，而且一部分成果和
经验开始走出雅安、走向全国。其
中，百美村庄项目在河北、河南、
甘肃等15省32县34村落地实施，
各方投入资金规模超13亿元，受益
人口15.1万人次。善品公社在山西

等19个省份的127县（区）建立了
150个合作社，其中3家被评为国
家级示范社，2家被认定为全国典
型示范合作社案例。累计建设35个
仓储中心、40万亩示范基地，受益
农户近7万户，参与支持的消费者
超过200万人次。

2021年 2月，在四川省农业
农村厅、民政厅及各方支持下，中
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和雅安市一道，
协调联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
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联合
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等 8家单
位，在雅安名山区百丈镇高岗村共
同创办四川蒙顶山合作社发展培训
学院（简称“蒙顶山学院”）。

作为全国首家以农民合作社理
事长为主要培养对象的公益类实体
培训机构，蒙顶山学院聚焦人才培
养、政策研究及国际交流三大业
务，支持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培养、
农民合作社培育，推动我国农村可
持续发展。

截至目前，蒙顶山学院累计培

养1839人，学员来自全国23省（区
市）的383县（区市）。蒙顶山学院
希望通过课堂培训、点位实训、种子
资金和市场扶持“四位一体”的人才
培养模式，把真正有潜力、有意愿的
带头人培养出来，在理念、能力、资
金和资源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最终
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水平和市场化能
力。因其创新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模
式，在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协调下，
成立以来，蒙顶山学院得到了多家知
名企业（机构）的鼎力支持，筹集到
各类资金逾1亿元。

“雅安是一片人文热土，是一片
事业沃土，也是我们公益创新的福
地。我们和雅安在方方面面的协作、
沟通都很顺畅，和各级干部群众建立
了高度信任，结下了深厚友谊，这种
长时间、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在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34年的发展史
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份患难中结下的
缘分和信任，让我们对未来的合作充
满期待。”刘文奎说。

雅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彭映梅表

示，此次双方再度携手合作，必将进
一步助推雅安凝聚社会力量，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
动高质量发展。雅安将全力做好服务
保障，期盼双方深化拓展合作领域，
携手并进共创美好未来。

未来5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和雅安市将在各级各部门及社会各界
支持下，坚持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
力量作用，支持蒙顶山学院高质量发
展并努力将其建设成为在全国乃至全
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农民商
学院”，巩固扩大百美村庄、善品公
社项目成效，支持雅安儿童发展等公
益事业发展。

双方希望通过合作，共同探索政
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制度
框架和政策体系建设，创新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
接的方法路径，不断引导社会力量积
极有序参与乡村振兴实践，为实现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作出更大贡
献，从雅安探索出乡村可持续发展更
多的经验和方法。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与雅安市政府达成战略合作

打造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新模式
本报记者 顾磊

本报讯（记者 郭帅）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近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乡
村振兴 巾帼先行——母亲健康快
车”发车仪式。由中国农业银行捐赠
的28辆“母亲健康快车”奔赴7个
省区市，其中4辆将在四川省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国
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助力提升当
地乡村医疗服务水平。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甄砚
在致辞中表示，妇基会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规范管理，高
效组织，以实施项目为抓手，使每一
辆“母亲健康快车”成为推动妇幼健
康、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载体，在促
进妇女儿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发挥
积极作用，为推进新时代妇女儿童事
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与时代的
脉搏同频共振，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不断深化创新。20年来，已向全
国30个省区市捐赠3094辆“母亲健
康快车”，为8170万妇女儿童提供了
义诊咨询、健康教育、两癌检查、急
救转运等多种形式的健康服务，在降
低孕产妇及婴幼儿死亡率、妇科病发
病率，积极落实国家农村妇女“两
癌”免费检查项目，提升农村妇女健
康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获悉，“母亲健康快车”日前
战略升级推出“乡村健康员”项目，整
合捐赠资源、专业力量、志愿队伍“三
重力量”，开展健康建档、健康随访、健
康互助等“五项服务”，引领妇女和家
庭成员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以务实有
效措施和机制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母亲健康快车”成都再发车

一本书滋养一个梦

如果你看过纪录片《但是还有书
籍》，是否对海拔3700多米的塔公草
原上、名为“纳朗玛”的公益图书馆
印象深刻。没有钢筋水泥，只有粗糙
的瓦墙和简单的桌椅，那些整齐码放
的书籍，让透过窗户看到雪山的孩子
们，在阅读中解锁了新的天地。

在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李石村，
一间农家小超市里，全国人大代表李
翠利发起创办的“微光书苑”，是当地
孩子们心中的“纳朗玛”。不足10平方
米的空间，图书保有量超过5000册，
滋养并承载着很多人的梦想。

闲暇时光，总能看到孩子们三三
两两地聚在一起，翻看各种读物。但
在15年前，当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
品被免费图书取代，前来借阅的人却
寥寥无几。

“谁来借书，就奖励一块糖。”李
翠利笑着告诉记者，有了这份“甜
蜜”的召唤，慢慢地，孩子们真的爱
上了读书，还带动家里的大人一起。
借书的队伍常常从屋里排到超市门
口，其中不乏一些别村的孩子。

一本好书往往就能滋养一个孩子
的宏伟梦想。这几年，“微光书苑”
在提供图书借阅的基础上，举办了

“小小演讲家”、旧物改造、科学小实

验、民俗传承等各类活动，这个“第
二课堂”让村民特别是孩子们对阅读
的兴趣越来越浓。

正因为有李翠利这样的爱心人士
和公益组织以及相关学校的努力，乡
村儿童的阅读需求正在“跑”出大
山，被更多的人看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批专注
于乡村儿童阅读的公益组织或项目，
如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满天星青
少年公益发展中心、大别山阅读空间
项目和蒲公英乡村儿童图书馆等，将
城市的智力、财力、物力转化为定位
精准、高效实用的阅读服务能力，改
善了乡村校园的阅读空间，提高了乡
村教师的阅读指导能力。

一座座乡村图书馆、一处处校园
图书室出现在人们眼前，丰富多样的
阅读活动在不断上演。公益组织或项
目通过持久的努力与浸润，正在逐渐
改变众多乡村地区的阅读教育生态。

陪伴乡村儿童读好书、敢梦想

如今，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在为
乡村儿童提供优质阅读资源的同时，
开始用培养阅读教师等方式，让孩子
们在陪伴中读好书。

去年5月，满天星公益图书馆在
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茶阳镇太宁小学
开馆。一年后的今天，阅读早已成为

学校的固定课程。每当介绍一篇名著
时，带着孩子们走进图书馆成为任课
教师的首选。

“图书馆内有绘本、立体书等，
能更加生动地展现人物形象、故事情
节。”太宁小学老师彭美华说，讲到
如何描写人物时，她也会让孩子们自
主寻找相关的图书，逐渐养成他们的
学习习惯并提高阅读能力。

对于如何陪伴孩子们读书，清华
大学“书海童游”团队的志愿者苗心
有着切身体会。“并不需要强调这本
书多么有名，某个段落有什么作用，
更重要的是找到书籍和孩子们的相关
性，像是炊烟、落日，这些生活中常
见的场景更容易激发起阅读欲望，从
而鼓励他们完成自主阅读。”苗心说。

如今，“书海童游”团队从最初
的6个人发展到300多人，他们用直
播、一对一沟通、建立微信群等方
式，与孩子们分享书籍里的故事和人
生，成为乡村儿童的“云端伴读人”。

在山城重庆，大渡口区山城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正在探索开展“梦想书
架乡村阅读推广志愿者”项目，组织有
经验的志愿者作为乡村阅读推广人，
进入乡村学校，助力开展乡村阅读课，
逐步建立起乡村儿童阅读志愿者服务
体系，陪伴乡村儿童读好书、敢梦想。

正如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
玉山所言：“教师是阅读的种子，在
培养孩子阅读习惯方面非常重要。培
养起孩子们爱读书的习惯、会读书的
方法，比让孩子们记住一些知识更重
要，这是真正的授之以渔。”

阅读带来改变

不久前，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
中心乡村图书馆项目负责人朱少娴来

到云南永平，见证了满天星公益第
119所小学图书馆在水泄彝族乡文库
村完小“生根发芽”。

近5年来，朱少娴跋山涉水到偏
远山区的学校实地考察，建立起一所
所图书馆，在她看来，乡村图书馆最
大的用处或许不仅仅是“让孩子读了
多少本书”，而是要给孩子、家长乃
至社会带来一种观念的改变，这样的
改变并非一蹴而就，但其带来的影响
却是深远和持久的。

近几年，重庆山城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孵化出一个新的内容——“梦想
书架·家校社协同共育项目”。家庭
和家长成为项目的主要服务对象，

“梦想书架”的书籍不再专供儿童阅
读，其中还有为家长等成人赋能的工
具书。

随着“梦想书架·家校社协同共
育项目”的推动和深入开展，一些家
长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也助力了家校
社“三位一体”协同育人良好氛围的
建立，从而能够更好地帮助乡村儿童
从容、自信地成长。

淡淡书香，在广大乡村已然嘤嘤
成韵。如今，从“微光书苑”走出去
的青少年，有的返乡创业，有的以志
愿者身份参与阅读推广活动，有的用
知识帮扶家乡建设。

看着他们，李翠利脑海中总会浮
现出那一天，村里刚上小学的刘彩金
来借书的场景：“妮，你长大想干
啥？”小姑娘神情认真地蹦出一句：

“想开超市。”这让李翠利心里咯噔了
一下，“看了这么多书，理想咋能是
开超市。”但小彩金接下来的一句话
抚平了她的失落：“我也要把书放在
超市里让大家看。”

“微光，也能照亮更大的世界。”
李翠利说。

田 埂 上 守 望 书 香
——公益力量助力乡村儿童阅读提升

本报记者 赵莹莹

北京市广宁街道启动为老服务公益活动北京市广宁街道启动为老服务公益活动

4月23日，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街道为老服务公益行活动暨广宁街道养老
服务联合体启动仪式在高井路冬奥文化广场正式举行。活动上，广宁街道养联体
向到场的嘉宾和社区老年人介绍了生活服务、文化活动、公益帮扶等“三位一体”
养老服务模式。据了解，该街道设立了24小时服务热线，对居民养老诉求实现一
刻钟服务快速响应。同时通过持续开展系列公益活动，以为老服务进社区的方
式，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公益入户服务。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人间四月芳草盛，正是读书好时节。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这些年来，通过公益
机构、爱心人士持续努力，越来越多的乡村儿童也能享受高品质阅读，健康、快乐地成长。

张毅张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