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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资源 做大“服务圈”

社区开展服务， 离不开人财物的支
撑。 微公益创投项目本身的资金非常有
限， 但是它能够发挥很好的示范带动效
应。 “这些年我们社区不断地‘挖人’、建
组织、搞项目、借资源，形成了一整套的
机制 ， 把方方面面的资源都调动起来
了。 ”滨湖世纪社区公益坊负责人年洁自
豪地说。

社区陪读妈妈开办瑜珈班， 辖区商
业银业把自己的活动室免费提供作为教
室；举办“六一”演出，辖区一家知名的家
居卖场主动提供场地、音响、大屏幕；为
老人过生日献爱心， 辖区商店免费送寿
面，影楼送化妆、服装，给老人免费拍生
日照及金婚、银婚纪念照。 文化部门前来
送演出、搞培训，公交公司一个电话全程
免费接送，就连插花、茶艺课程都不用花

钱请老师，辖区花店、茶庄会

派骨干员工免费指导， 甚至免费提供上
课用的部分原材料。

在滨湖世纪社区提供的公益伙伴名
单中，书店、学校、专卖店、文化场馆、各
家银行、 各类家居百货卖场等， 应有尽
有。 社区制定了共治理事会公益伙伴评
价办法等制度， 定期为各家单位统计积
分，对外公布。 去年第四季度，合肥公交
第三巴士公司以 140 分的公益性工作分
值，居公益伙伴单位之首。 “社区公益活
动要用车，我们都给派。 ”该公司党总支
书记李光训告诉记者， 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背景下， 包乘公交车出行， 安全又放
心。 而对公司来说，与社区共建共治，合
作开展公益活动， 也有利于提升党员自
身素质， 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

“我们一年微公益创投项目投入资

金 40 万元， 撬动社会资金投入 100 多万
元， 活动场地面积的撬动效应大约在 1：
10，辖区共有 102 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各项
公益活动。 ”束红英介绍，银行、商超、家
居卖场等单位参加活动， 本身也可以吸
引客户、带动消费，实现“双赢”。

在人才挖掘上 ，滨湖世纪社区拿出
60 多个网格协理员岗位，面向辖区陪读
妈妈招聘 ，鼓励她们走出家门 ，参与社
区事务。 因为工作一般不用出小区 ，不
要求坐班 ，每天仅工作 4 小时 、完成一
定的工作量即可，这份薪酬并不高的兼
职工作很受陪读妈妈欢迎 。 宋云桂 、胡
莹莹等在公益活动中表现突出 、有公信
力的陪读妈妈，还当选为所在居委会的
副主任。

孵化项目 培育“有心人”

滨湖世纪社区的教育资源优势，催
生了陪读妈妈这个特殊群体。 很多妈妈
放弃工作， 有的甚至长期与丈夫两地分
居，在这里买房、租房，陪伴孩子读书成
长。 “我们社区的陪读妈妈群体大概有 1
万人左右，如何为她们做好服务？ ”党的
十九大代表、 滨湖世纪社区党委书记束
红英介绍，社区充分发挥陪读妈妈力量，
从中挖掘、培育有能力的热心人，扶持她
们开展自助互助服务。

滨湖世纪社区创办了美丽堂， 面向
陪读妈妈群体搭建学习交流平台， 有针
对性地开设手工、化妆、家庭教育、婚姻
关系指导等各类公益课程， 帮助她们丰
富生活，提升自我。 美丽堂 2014 年第一

期学员马莲， 如今已成为美丽堂的 “校
长”，她还取得心理咨询师资质，建立个
人工作室，服务身边家庭。

“宝妈荟”微公益组织的创办者胡莹
莹， 也是一名陪读妈妈。 因为参加社区
公益活动， 从中受益并受到启发， 她萌
生了领办公益组织的念头。 “社区把我
们这些有意领办公益组织、公益项目的
志愿者召集在一起， 开展培训， 给予场
地、资金支持，帮助我们把好事办好。 ”
胡莹莹介绍 ，“宝妈荟 ”2017 年创办 ，经
过 1 年扶持孵化， 成功领办微公益创投
项目，根据活动内容、参与人数、每年开
展活动的次数等 ， 可获得项目经费支
持。 活动场地，用电，给孩子们买小礼物

等，都不用烦神了。
“葵花妈妈”举办中考生妈妈吐槽交

流会，“靓妈成长营” 组织为爱义卖春节
慰问公益活动……记者了解到， 目前滨
湖世纪社区 8 个网格居委会，都有陪读妈
妈发起或领办的微公益组织， 面向陪读
妈妈开展精准服务， 或发动陪读妈妈参
与社区公益活动。

“很多陪读妈妈每天盯着孩子 、盯
着丈夫，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老公 、孩子
并不领情 。 ”马莲说 ，当妈妈们改变自
己，努力提升学识修养、生活品质 ，变得
更加 “美丽 ”， 同样能够给孩子正向影
响 、有质量的陪伴 ，也能让自己在处理
婚姻家庭关系时更加自信从容。 曾经的
陪读经历，让她更能理解陪读妈妈的处
境 ，马莲希望能用自己的努力 ，帮助更
多妈妈增进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 ，走出
陪读困境。

走出家门

不当“黄脸婆”
“晚上，迈克斯穿上他的野狼装，

在家里没完没了的胡闹……”近日，在
合肥市滨湖世纪社区服务中心， 来自
社区微公益组织“宝妈荟”的志愿者、
陪读妈妈刘雅， 正在指导孩子们阅读
绘本作品《野兽国》。

相比做陪读妈妈， 刘雅更喜欢现
在的生活状态：在照顾好孩子的同时，
经常参加各类公益活动、亲子活动，与
志同道合的宝妈一起当志愿者， 为大
家服务。

2013 年孩子上幼儿园时，刘雅一
家三口从外地搬到滨湖世纪社区，她
经营了一家商贸公司，爱人在企业当
高管。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刘雅结束
了公司生意， 当上一名全职妈妈，专
心陪伴孩子成长。 “我们社区有很多
适合妈妈和孩子们参加的公益活动，
我就近参加了清枫居委会微公益组
织‘宝妈荟’的活动。 ”刘雅告诉记者，
她在公益活动中结交了新朋友，在志
愿者指导下阅读了《非暴力沟通》《接
纳力》《新家庭如何塑造人》 等书籍，
生活丰富了 ，心态更好了 ，教育孩子
也更有方法了。 孩子课余时间跟着刘
雅参加各类活动， 也能学习新知，增
长见识。

2019 年 9 月，刘雅报名参加培训，
去年初通过考试获得儿童阅读师资认
证，成为一名“故事妈妈”。 此后，她经
常领办公益阅读活动，为身边的宝妈、
孩子们提供阅读指导。

“陪读妈妈不是黄脸婆，我们原本
都有自己的事业， 为了爱人和孩子才
选择回归家庭。 ”和刘雅一起获得儿童
阅读师资认证的志愿者袁园说。 袁园
曾经在新疆某部队从事科研工作 ，
2018 年退役后，一家人在滨湖世纪社
区安了家。然而不久，她的爱人又被派
往皖北驻点扶贫。 大女儿 12 岁，二宝
还是个奶娃，袁园不得不放弃事业，当
了全职主妇。

“我家大宝在部队大院里长大，刚
来到陌生的环境，一时难以适应。我自
己从部队到地方、 再到放弃事业成为
家庭主妇，在心理上也有很大的落差，
有一种挫败感。 ”袁园坦言，为了改变
生活现状，她选择走出家门，融入社区
生活，成为一名“故事妈妈”。

记者了解到，“宝妈荟”现有 20 多
名像刘雅、袁园这样的骨干志愿者，以
举办“阅读会”“故事会”等方式，主
要面向 0 至 6 岁低龄儿童家庭
开展服务， 线上线下服务 300
多个家庭。

为陪读妈妈解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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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完的家务，离不开的娃。 微公益创投项目为陪读妈妈打
开社交圈，帮助她们结交朋友，提升自我，开展自助、互助服务，更
好地陪伴孩子成长———

■ 本报记者 贾学蕊

·每周时评·
安安正正平平 专栏

“时间银行”亟需打上制度补丁

“年轻存时间、年老享服务”———年轻人或低龄老人为高龄尤其是空

巢老人提供看护、陪伴、助行、助医等生活照料类服务，并存储服务时间，
待自己老龄后兑换需要的服务，实现互助养老，爱心循环。 近年来，全国
多个城市引入“时间银行”这一社区养老概念，“时间银行”志愿服务在不
少社区正逐渐走向常态化。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
问题。截至 2019 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 2.54 亿，占总人口的
18.1%。 “时间银行”储存的是时间，生活有余力的人参与志愿服务，居家
养老的人多了一份家门口的公益保障。 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养老
服务人员匮乏的背景下，“时间银行”有助于开发利用社会资源，形成互
助合作的良好风尚。

然而，“时间银行” 模式在推广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难点。 “时间银
行”的社会化运作，采用劳动成果“代际接力”的延期支付方式，导致参与
者信任度较低、认同感不高。不少低龄老人担心现在储存的时间，未来可
能无法兑换服务。 “时间货币”缺乏统一、规范、科学的计量标准，后期的
服务评估难以开展，服务质量得不到保障。同时，各地“时间银行”不能互
认积分、共享权益，人员流动迁移到异地之后，“时间货币”可能无法存储
和支取。

“时间银行”如果没有相关法律制度加以保障，很难消除参与者的顾
虑和担忧。 2018 年民政部确将“时间银行”纳入全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改革试点，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展实践并出台相关政策。 上海将“时间银
行”写入养老法规，逐年扩大覆盖范围。南京从市一级层面建立统一的养
老服务“时间银行”，成为全国首个在全市统一推行“时间银行”的城市。
北京提出建立健全社区志愿服务回馈机制，志愿服务组织可以通过服务
积分、时间储蓄以及会员互助等方式，激励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在出台
地方法规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全国性法律法规的制定完善，为将来“时间
银行”全国通存通兑提供制度保障，让运行机制更具权威性、稳定性、长
效性。

公益时间受到充分的保护，人们的爱心得到足够的尊重，才能盘活
更多的社会资源。推广“时间银行”，不妨借鉴各地的做法和经验，统一管
理部门、统一运行规则、统一运行平台、统一“存储”账号，实现“时间银
行”的数据共享、资源共享、服务共享；强化社区相关机构在互助养老中
的作用，实现社会资源与养老服务精准对接，降低互助养老运行风险；通
过互联网手段，与各地银行合作，联结志愿者服务组织，增强互助养老模
式的信用，让人们乐存爱取。 以制度化的组织、规范化的管理、科学化的
运作，吸引更多人参与互助养老，才能让爱心服务保值增值，推动形成向
上向善、互助互爱的社会风尚。 执笔：韩小乔

综合整治 迎来水清河畅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沈果

“以前家里生活污水直接倒到外面的沟里，时间长了味道难闻，现在
全部经下水管进污水处理站，卫生间也是冲水厕所，生活垃圾分类放到
外边的垃圾桶里，屋里屋外空气都好得很……”说起环境的改善，全椒县
古河镇石溪村村民司开艮喜笑颜开。

古河镇石溪村离滁河干堤仅几公里，记者在该村看到，道路两旁的
沟渠里清水流淌，村中心的村民文化广场和公园干净整洁、花木葱茏，一
家一户房前屋后树木成行，小菜园全部用栅栏和石块围了起来。

记者了解到，滁河及其支流襄河是流经滁州市全椒县的两条主要河
流，在全椒县境内分别长 88.78 公里、74 公里。 过去，因为县里环保基础
设施薄弱，生态环境历史欠账较多，畜禽养殖污染突出且污水处理能力
不足等多方面原因，造成河流水体污染。近年来，全椒县结合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将治理水环境放在突出位置，综合施策治理农村黑臭水体，
切实滁襄河水质，保障水环境安全。

“通过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我县累计关闭拆除禁养区养殖场610
家，完成全县 338 家畜禽养殖场配套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全椒县生态环
境分局局长杨新文介绍， 该县还全面推进城乡污水处理及配套设施建
设，建成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31 座、集中或分散式三格式化粪池 20 个，
污水处理率达到 65%以上，完成省级中心村和人口集聚区 40 个点生活
污水收集，收集率达到 90%以上。 同时，全县建制村内的农村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和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均达到 85%以上， 饮用水合格率
达到 100%，争取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资金 408 万元，总投资约
3900 万元。 为确保效果，全椒县采用 PPP 模式,选择大型专业化企业参
与农村垃圾收集和污水处理建设和运营。

在石沛镇石沛村潘庄村民组，新修建的一条 300 多米长的水渠穿过
庄子中心，约 2 米宽的渠道内是一汪清水。村民冯贵付告诉记者，这里原
来是个臭水沟，淤泥堆积，水体黑臭且富营养化严重，严重影响周边村民
的正常生活。 去年 7 月以来，该县总计投入 100 万元对这个黑臭水体进
行整治，清淤、硬化，建设分散式生活污水化粪池 3 个，完善村庄和入户
配套管网，实现雨污分流。用村民们的话说，如今的排水沟已经可以洗衣
服了。

对于排查出来的 26 个黑臭水体，全椒县已编制了治理方案，计划在
“十四五”期间分年度治理，消除“痼疾”。 该县还启动长江入河排污口监
测溯源机制，清查排污口污染来源，明确责任主体，责令其限期完成整
治。 对整治后保留的 13 个入河排污口，该县规范设置标牌标识，明确监
管责任，每月开展监测，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在全椒县积极推动下，滁河
流域三市五县签订了滁河水污染联防联控工作协议，共同推进滁河流域
水生态环境治理。去年一年，襄河化肥厂下断面未出现超标现象，水质均
值达到Ⅲ类，优于Ⅳ类考核目标 1 个类别；滁河陈浅断面水质均值均符
合Ⅲ类考核目标。

为更准确地掌握境内滁河流域水质质量状况，全椒县在滁河襄河口
闸上游、襄河入滁河口上游等处设立了 4 个水质自动监测站，用于监测
常规五参数、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总氮共 9 个项目。 目前，全椒县
共有 4 个县控、1 个省控和 2 个国控水质监测站在运行， 滁河流域水质
监测系统初步形成。

在微公益创投项目

带动下， 合肥市滨湖世
纪社区的陪读妈妈们

“抱团”开展亲子活动。
（资料图片）

微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