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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善 要 闻
CISHANYAOWEN

一开始，十几个人，从医疗公益实
践到健康文化促进；再后来，吸引了更
多政协委员中的医务工作者、知名医院
专家主任、社会各界志愿者，陆陆续续
加入进来……

这是一座城市坚持了11年的公益
承诺，也是一些政协委员持续了11年
的大爱无疆，用他们的话来说，“一年
接着一年干，始终不变的是为民服务的
初心与担当”。

近日，由上海市医院协会、上海市
静安区政协、上海市红十字会携手主办
的2023年“洒向人间都是爱”红十字大
型义诊暨健康文化节活动，在其开展第

11年的特殊日子里，“回归”到最初的始
发地——静安公园。

“洒向人间都是爱”红十字义诊活动
从最初静安区政协委员的提议、华山医
院一家的参与，到静安区政协顺应民
心、市医院协会一呼百应，先后有700
多名医务人员积极参与。活动自2013年
红十字日举办至今从未间断，迄今累计
为超过3.1万人次提供线下公益医疗服
务，超过145万人次进行线上收看，已
成为百姓心目中有影响、有质量、有高
度的品牌公益活动，先后被评为“公益
之申”十佳项目、上海市红十字会“博
爱申城”优秀项目，新时代健康上海建

设优秀案例等。
“‘洒向人间都是爱’是医疗公益

服务品牌，也是一张闪亮的‘静安名
片’，感谢你们。”静安区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丁宝定、副主席陈琦华向长期
坚持的静安区政协委员志愿者们颁发感
谢证书；上海市文明办副主任郑英
豪、静安寺街道办事处主任韩松等为
专家志愿者代表颁发感谢证书。

从医疗服务向健康促进，“洒向人间
都是爱”公益活动不断为倡导健康生活
方式作出努力。活动现场，34家上海知
名医疗机构、22个热门专科的近70位医
学专家再次集结，随着上海市医院协会

副会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党委书记
邹和建宣布开诊，来自华山、中山、瑞金
等各大医院，包括心内科、内分泌科、神
经内科、皮肤科、消化科、呼吸科等热门
学科的临床专家为患者提供义诊服务，来
自静安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为
百姓提供健康咨询、血压血糖测量服务。
在专家忙碌义诊的身影中，记者看到了静
安区政协委员李益明、宋亚香、曹惠芳、
张素、马健……

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更多群众，
在线下义诊的同时，本次活动还邀请了多
位专家在“海上名医”全媒体平台上，就
诸多百姓关心话题为广大网友答疑解惑。
同时，多位专家在市医院协会“e说医管”
平台上进行科普讲座，有针对性地开展疾
病防治知识宣教。

此次活动“洒爱”几许？记者了解
到，当天除了2253人次社会民众获得现场
服务外，还有36.7万人次网友通过“海上
名医”全媒体平台在线收看了专家的专业
指导咨询，3.7万人次网友通过“e说医
管”平台收看了健康讲座。

始自政协 走向社会

一座城市坚持了 11年的公益承诺
——2023年上海“洒向人间都是爱”红十字大型义诊纪实

本报记者 顾意亮

今年6月14日是第二十个
“世界献血者日”。无偿献血是
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
全的社会公益事业，也是爱
心的接力、生命的分享，需
要更多公众的积极参与。

1998 年，我国颁布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以
来，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省
级血液中心为龙头、地市级中
心血站为主体，中心血库为
补充的血站服务体系，全国
无偿献血人次数和献血量也实
现20多年持续增长。

尽管我国无偿献血率不断
提升，但相较于我国总人口基
数，献血总量仍然不足。如何才
能不断壮大无偿献血队伍，增加
无偿献血的血液来源？毫无疑
问，各地在“世界献血者日”期间
开展的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通
过普及献血科学知识，能有效地
促进公众的相关认知，让更多人
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
到，在鼓励和促进无偿献血的进
程中，仅靠精神层面的宣传和
褒扬是不够的，缺乏对献血者
的有效激励措施，也往往是公
众献血不积极的原因之一。

自愿无偿献血是一种情怀，
积极传递着生命的善意和温度。
在宣传和弘扬无偿献血的同时，
有关部门还应积极制定措施，优
化完善对无偿献血者的关爱和激
励，既体现了对献血者的尊重，
也能让“善有善报”成为一种社
会共识。这样，才能激励更多人
自愿无偿献血。

完善献血关爱和激励机制，除
了在用血、表彰方面加强对献血者
的人文关怀，还应加强对献血者的
优待措施，为献血者购买保险，向
其发放纪念品并给予餐饮、交通补
贴等，可将无偿献血加入个人征信
系统，作为先进人物、优秀市民等
荣誉的评选优先条件；可以在升学
就业、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方
面给予待遇倾斜；可以在游览公
园、风景区以及医院就医方面予以
费用减免等。

目前，我国已经有多个城市
开始逐步推行各种促进无偿献血
的激励政策。相信只要能让献血
者感受到足够的尊重和认可，切
实享受到无偿献血带来的便利，
就一定能够调动起更多人参与的
热忱，将无偿献血这项公益事业
推向新的高度。

（舒迪）

无偿献血既要弘扬也需激励

6 月 14 日，以“汇聚青
春正能量，无偿献血传爱心”
为主题，第二十个“世界献血
者日”全国主会场活动在陕西
省延安市举办，北京市、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海南省海口市
和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设分会
场，呼吁更多公众，特别是青
年群体加入到献血队伍中来，
定期参加无偿献血。

在北京分会场，国家卫健
委医疗应急司副司长高光明表
示，近年来，我国血液安全供
应水平持续提升，血液应急保
障能力不断加强。全国无偿献
血人次从1998年的32.8万提
高到2022年的1603.5万，增
长了48倍。

无偿献血是关系人民群众
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社会公益事
业。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颁
布实施以来，北京市累计参加
无偿献血人次达 800 余万，
5.6万人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
奉献奖。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期间，市红会联合血液中心对
稀有血型志愿者进行招募，并
做好了服务保障工作。此外，
北京市红十字会学校工作委员
会还在血液中心的协助下，不
断推进高校无偿献血和造血干
细胞捐献的宣传招募工作。”
北京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宋永红
介绍说，今后还要在无偿献血
和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建设

方面，继续同血液中心加强合
作，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规范
化、科学化水平。

同日，修订后的《武汉市献
血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
正式实施，这是该 《条例》 自
2002年颁布以来首次修订，在
加强献血者权利保护、加大献血
组织动员力度、保障采血供血安
全、强化献血激励措施、加强献
血工作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完善。
同时，加大无偿献血组织动员力
度，明确每年8月为武汉市献血
宣传月，要求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企事业单位、医疗机构、高
等学校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献血动
员组织活动；持续推进无偿献血
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农
村等“十进”活动；将无偿献血
工作列入精神文明建设内容，作
为文明单位创建的必要考核指
标。

青年群体是无偿献血的生力
军。在今年的“世界献血者日”
到来之际，福建省20所高校以
接力的形式，陆续启动“热血青
春能量站”活动。为鼓舞更多高
校学子勇担社会责任，扩大对无
偿献血的宣传，本次活动还通过
学校推荐、网络投票及专家评选
的方式，在全省高校内推选出
20名“我的青春正当红”高校
无偿献血宣传员。日后，他们将
化作青春的种子，活跃在各个高
校，充分发挥宣传员示范引领作
用，汇聚更多青春力量，无偿献
血传递爱心。

汇聚青春正能量
无偿献血传爱心

——各地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赵莹莹

分享乡村振兴之道

初夏时节，伴随凤凰花如火如荼地
盛开，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中国致
公党中央社会发展与服务委员会、台湾
中华文化推广协会、台湾张老师基金
会、台湾中华华夏文化交流协会、香港
义工联盟等共同主办的第十一届两岸
公益论坛，于6月16日在厦门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论坛
开幕式上，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李斌
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
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公益助力乡
村振兴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如何为？怎么做？主论坛上，两岸多
位嘉宾围绕“乡村振兴·公益行动”这一
主题，分享了实践经验与理念。

作为乡村振兴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湖南省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团支书
施康深有体会。“从前的特困户变成了
如今的致富带头人；老支书石顺莲带领
村里的留守阿姨，让传统技艺苗绣重新
焕发生机，绣出了小康、走出了国门。”
施康说，这样的故事在十八洞村还有很
多，“路子对了，百姓富了，大家的信心
更足了。”

2021年，十八洞村乡村发展基金
会成立，目前已募集资金6611.85万
元，这座嵌在山脊上的苗寨，正从精准
扶贫的硕果中汲取接续奋进的力量，在
绿意涌动的群山间谱写乡村振兴的新
篇章。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已在助学助教、医疗
卫生、产业振兴等领域扎根帮扶20余
载。曾经的荒山土山，变成了绿水青山。

“乡村振兴需要社会广泛参与，需
要持之以恒的长期投入。”彭阳县副县
长刘洪涛认为，公益参与乡村振兴有其
特殊的比较优势，较强的灵活性和选择
性使其拥有更多的发挥空间，要坚持以
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根本导向，做到有的
放矢、落地见效。

正如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小云所言，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步入“快车道”，公益领域应
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向乡村。

让青年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

从台湾宜兰来到福建厦门近10
年，厦门海峡城乡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李
佩珍深感“田间地头到处撒满了希望的
种子”。

如何让更多年轻人投入“乡村振
兴·公益行动”中？厦门海峡城乡发展基
金会开启了“培根计划”。

“让台湾青年深入到村庄，了解社
情民意后带着村民为当地的发展找寻
新的出路。我们在工作中意外有了一
个收获，就是‘双向扎根’，不仅带着当
地村民、居民扎下了文化自信的根，也
让台湾青年扎下了对家国情怀的根。”
李佩珍介绍说，该机构目前已派出11
位台湾青年到甘肃、宁夏等西部地区
参与对口协作。

其间，为留守儿童设立咨询室，让
孩子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与远方的家长

“暖心连线”；发起“阳光小农计划”，让
小朋友在蔬菜大棚里以劳作换取点
数，积攒了点数以后，可以和校方兑换

各方捐赠的爱心物品；进行“让爱环环
相扣”，带动海沧区11家社会组织，在
宁夏泾源县培力赋能……

“我们希望未来以‘1+1’的形式，
由一位有经验的台湾青年带动社区营
造员和大陆社工，在两岸协作中更多
地参与西部乡村振兴工作。”李佩珍
告诉记者，去年厦门海峡城乡发展基
金会开始通过自媒体讲述工作中的
点点滴滴，传递感受、看见和梦想，把
希望、决心、追寻与坚持传递给更多
台湾青年。

在她看来，“对脚下的土地投入的
情感有多深，路就能走多长。两岸的融
合，可以让台湾的青年从大陆的田间
地头开始。”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激发村
民的内生动力，如何在青壮年外出务
工的情况下，更好地照顾乡村的老人
和儿童？

论坛上，来自慈济慈善事业基金
会的郭艳以对江苏阜宁孔荡村的帮扶
案例，分享了相关思考与行动。

2016年孔荡村所在的阜宁县遭
遇特大风灾，当地有超过3200间民房
被吹倒，孔荡村几乎被夷为平地。次
年，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捐赠援建，帮
村民们安居乐业。

房子建好了，乡村振兴的工作才
刚刚开始。在确定用文化凝聚人心的
发展定位后，慈济在当地设立了“儒家
美学青年培力项目”，让那些原本计划
外出打工的青年人，成为乡村的“造血
干细胞”。

“作为一家慈善组织，我们可以和
青年人分享传承的是慈善的经验和照
顾他人的方法，带着他们在做中学，在
行动中赋能。”郭艳介绍说，除了调动
村里年轻人的力量，慈济还积极对接
南京、上海、苏州等地资源，助力乡村
人群关爱行动。

可喜的改变正在发生。在孔荡
村，超过 20位孩子每周学习传统文
化，近 50位青壮年村民留在家乡附
近发展，更有多位村民积极参加村

里的志愿服务。
如今，类似的乡村振兴试点也在福

建、北京及河北等地开展，慈济相信，
当每个村民都对自己乡村的建设有
了信心，乡村振兴也就有了更好的基

础和力量。

深化两岸公益融合发展

“携手公益，惠泽两岸”，两岸公益论
坛自2013年设立以来，已成为弘扬公益
文化、服务两岸民生、凝聚两岸民心的重
要平台。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龙明彪表示，两
岸公益组织和人士就参与乡村振兴进行
深入交流，有利于互学互鉴、共同进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两岸
公益人士在乡村振兴、医疗互助、捐资助
学和爱心献血等领域不断加强合作交流，
深化两岸公益融合发展，彰显出“海峡两
岸一家亲，公益服务暖人心”的理念。

“脚下有泥，心里有底”，这是台湾青
年周宏宇来到大陆近10年的最深感受。
目前在清华大学就读博士生的他不仅深
入研究乡村振兴的相关课题，还走进福建
宁德的乡村参与当地建设，在常年的走街
串巷中，成了一名地道的渔村“村民”。

“我们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体
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想法，如此才
能更好地在当地推动改变的发生。”周宏
宇坦言，村民们最初并不理解这些台湾
青年的营造理念，经过数年的磨合，乡村
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们也打消了顾虑，从
刚开始的不理解到主动参与并带动更
多人一起加入，这让他特别有成就感。

“希望未来能带动更多台湾青年
来到大陆，走进乡村，投身公益”。周
宏宇说。

“去年底，北京彩虹天使咖啡屋一
度因收不抵支不得不关闭，是两岸的爱
心让咖啡屋在今年3月重获新生，未来
一定能让更多听障青年受益。”6月16
日，第十五届海峡论坛·2023两岸残障
人士交流嘉年华在厦门举行，来自台湾
的李绍嬅和与会者分享道。

当天，10位两岸嘉宾围绕“共创精彩
人生”主题同台交流，讲述了残疾人自强不
息、创造精彩人生以及爱心人士扶残助残
故事。通过所见所闻所感，以心交心，增进了
解，为两岸残障事业的交流注入了新活力。

相互搀扶，是人生逆境中的一缕微
光。2017年，李绍嬅发起并创办北京彩
虹天使咖啡屋，免费教听障人士烘焙台
式点心，让他们能够拥有稳定收入，更
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值得欣慰的是，目
前咖啡屋每位听障烘焙师都会制作40
种以上的甜品，不仅可以自力更生，还
有能力照顾其他听障人士。

“虽然我不能走路，但通过手中的
笔，我的精神已经站了起来。”中国孔子
基金会文化大使、残障艺术家刘晓清讲
述自己的故事时，坚定而乐观的语气感
染着140位在场嘉宾。刘晓清被网友称
为“最美轮椅姐姐”，通过举办画展，她
将爱心义拍所得25万元全部捐给残疾
人朋友。她还成立传统文化公益组织，
走进盲童学校、聋哑学校和社区，为有
需要的人送去温暖和希望。当天，刘晓

清将写着“大爱无疆”的书法作品赠送
给了台湾嘉宾。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更生创业协
会理事长刘天富出生时四肢残障，生活
起居都需要他人协助。但他“不认命、不
服输”，面对重重困难积极主动探索解
决之道，创设的手机维修庇护工场已帮
助近百位有身心障碍的手机维修工程
师就业。

“我深信，此次交流活动将增进两岸
身障人士之间的情谊。”刘天富说，希望
能有一个新的品牌，把身障人士的生命
故事和艺术创作融合在一起，这是他此
行“最重要的目标，也是最美丽的梦想”。

“我3岁时罹患小儿麻痹症，小时
候经常在地上涂鸦，虽然经历了诸多不
友好，但庆幸自己坚持了下来，10年间
通过绘画艺术疗愈了许多身障朋友。”
台中市身心障碍艺术发展协会理事长
黄利安表示，希望在两岸交流中积累更
多经验、帮助更多身心障碍者。

据了解，两岸残障人士嘉年华属于
海峡论坛重要的基层交流板块，至今已成
功举办8届。本次活动由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主办，福建省残疾人联合会、厦门市残
疾人联合会、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等
机构共同承办。该活动进一步弘扬了两
岸残障人士自强自立、向上向善的精神
追求，传播文明理念，传递爱的力
量，以此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用爱与美好共创精彩人生
——2023两岸残障人士交流嘉年华在厦门举行

本报记者 照 宁

◎相关阅读

作为第十五届海峡论坛的组成部分，第十一届两岸公益论坛以“乡村振兴·公益行动”为主题，吸引近80家两岸社会组织，300

余名社团组织代表、志愿者及学者相聚鹭岛，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就两岸乡村振兴、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等进行交流研讨。

两岸共话公益助力乡村振兴
——第十一届两岸公益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赵莹莹

6月14日，正值第二十个“世界献血者日”，农工党重庆荣昌
区委会联合区中心血库开展“汇聚正能量，献血传爱心”活动。现
场 20余名农工党员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并向广大群众宣传普及卫
生健康知识，发放无偿献血资料，解答献血者们的疑问困惑，提高
群众对无偿献血的认知，广泛传递爱心正能量。

据悉，为搭建好服务社会、服务百姓的有效平台，农工党重庆
荣昌区委会已经连续 10 年组织农工党员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凌云 唐晓莉 摄

参与论坛的部分发言嘉宾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