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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长跑募集善款近70万元
在终点东方体育中心恭候大家的，除了

两位身高 !米“高跷巨人”的俯身问候外，还

有爱心大巴扎的“慈善消费”。
开跑前，每位参与爱心长跑的市民都已

支付了 "# 元，其中 $% 元用于置办长跑装
备———长跑背心、水壶和护腕，其余 &% 元则
转换成“爱心券”。

终点的“爱心大巴扎”上，既有 '"家爱心
企业设摊义卖，也有团市委组织的“青年家园
公益集市”。经历了 '小时的长跑，这会儿，慢
慢走，随处逛，玩玩呼拉圈，射射箭，或者就买
点什么好玩的小东西。
“爱心券”可以在“爱心大巴扎”的任意摊

位上消费，如果消费超过了 &% 元，所有摊位
都承诺现金收益的 &#!将捐赠到当天的
善款当中。此外，每有一位市民报名参与爱
心长跑，安利公司就向市慈善基金会捐出
'# 元，今年 '(% 万人报名长跑，安利就要捐

出 $%万元。
“最新统计表明，当天长跑募集来自市

民、企业的善款实际达到 )*)&%&元，创下历
年来的募款新高。”安利公益基金会（上海）负
责人廖瑛说。

跳“圈爱style”做“圈爱一族”
一条绿色护腕，上面有爱心标志和“圈

爱”字样，戴上这样的“绿标”，“就表明你已是
‘圈爱一族’，并公开承诺要做一名随时传递
爱心，散发‘正能量’的好市民。”团市委社会
组织工作部部长丁丁说，当天 '(%万名长跑市
民中，有 &##多人已是“圈爱一族”青年志愿
者，到达终点后，他们要做的是，倡导更多长
跑市民加入“圈爱”行列。“爱心大巴扎”不止
要募集善款，更要募集爱心。这里，爱心募集

已经开始了———
“上海的孩子乘车子一定会让座，你看到

老人孕妇不能坐在那里装傻，他们都需要这
个社会关爱和帮助，所以让了座你不能要价，
你说对不对？大家跟我，向文明靠拢，准备好，
跟阿拉跳……”

年轻的“江南大叔”戴着黑墨镜，一步一
颠跳着马步舞，口齿清楚地快说快唱，几个回
合就笑翻了台下的观众———这就是爱心大巴
扎上的“圈爱 "#$%&”
“传播正能量，时尚的方式更让人们喜闻

乐见，当天我们一共发放了 '(%万个‘绿标’
腕带。”丁丁说，'(%万人长跑是“圈爱”亮相
申城的开始，团市委将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
出“圈爱一族”系列公益活动，以此倡导“随
手公益，快乐志愿”。

! ! ! !! !爱心 !""分" 公益项

目启动

本月，市慈善基金会携手中国建设
银行信用卡中心，推出龙卡信用卡“爱心
'##分”公益项目。“爱心 '##分”是一种全
新慈善捐赠方式———受理持卡人的积分
捐赠申请，由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根据突
发事件、公益事项等落实具体慈善项目，
市慈善基金会负责将捐赠积分兑换的赠
品送达受赠单位和个人。持卡人只需登
录建行网站，进入信用卡积分兑换页面，
按照“积分换礼”流程操作就能完成捐赠
积分、领取捐赠证书、查询当前全部积分
捐赠情况，以及已完成的捐赠项目。

! #"!#鞋类协会募集善

款 #""万元

本月，达芙妮等企业联合举办 &#'&

鞋类协会慈善活动，募集善款超过 &##

万元人民币。迄今为止鞋类协会慈善活
动已举办 +年，募集资金超过 +##万美
元，用于儿童、医疗和教育救助。

! 黄浦体育馆设公益免

费专场

本月，山东中路 !''号黄浦体育馆
正式对外开放。今年 ''月 '*日至 '&月
'+日，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时设公
益免费专场；&#'! 年 ' 月 ' 日至 '& 月
!'日，每逢周一（除国定假日外）上午 *(

''时为市民免费专场；凭本人有效证件
提前 !天预约羽毛球场或乒乓球桌，订
满为止。

! 上海知青关爱基金 $

年注资 #!"万元

本月，上海知青关爱基金再次注资
,#万元，完成了 !年注资 &'#万元的承
诺。这项基金由海湾园出资、市慈善基金
会运营管理，通过一桶油、一袋米、一千
元慰问金、关爱基金发放等多种形式援
助残疾、重病、特困的老知青和知青二代
%##余人，共计支出 '##多万元。

! 国栋助学基金资助逾

##"万元

本月，&#'&年国栋助学基金助学金
颁发，,"名学生每人获赠 !###元。&##%
年至今，市慈善基金会国栋助学专项基
金已累计资助困难学生 )!"人，资助金
额逾 &&#万元。
特约通讯员 励晨 本报记者 姚丽萍

! ! ! !按键大，数字大，“一键通”还能紧急求助，这
样的“老人手机”很受欢迎。本月，黄浦区半淞园
街道与中国电信联手为 *#位社区老人赠送“老
人手机”。

三种老人首批尝试
“困难老人、外地回沪低收入退休老人，还有

社区老年志愿者骨干，这三类老人首批尝试‘老人
手机’。”半淞园街道老龄办办公室负责人戚亚芬
说，整个街道的老龄化程度达到了 &"!，其中 +#

岁以上户籍老人更达到了 %)&#位，老人日常生活
中经常碰到一些问题，如果他们能用手机及时联
络，就能免除很多麻烦。
“老人手机”的好处就在于：按键大、抗摔打，特

别是定位功能和“一键通”紧急呼叫功能可以直通
''#，更能让老人在紧急情况下安心、放心。

“志愿者电话”随时拨打
)%岁的陆忆既是回沪退休老人，也是社区助

老志愿者，与 %位七八十岁的老人结对，每两天要
与结对老人通一次电话，每周要上门看望一次。
目前，她手上的“老人手机”就是最好用的“志

愿者电话”。陆忆左眼视力不佳，好在“老人手机”
的按键和字体都足够大，她不必担心看不清拨错
号；更要紧的是，“我家住 &,楼，手机信号不灵，过

去的手机通话动不动就断了，误事。这‘老人手机’
的信号功能强大，怎么听怎么清楚。”陆忆说，她就
用“老人手机”联络 %位结对老人，在家里打，出门
打，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也不必限定 &天一通
话———因为，“老人手机”第一年的通话费是“免费
午餐”。

多点技能培训更好
)!岁的王燕燕是半淞园街道老年协会会长。

发放“老人手机”后的一周内，有位老人拿着手机
到协会去了 !趟，说他的手机不能充电。
开始大家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到了第 !次

才明白了，原来老人把充电器的插头插反了。这仅
仅是一个案例，其实，*#位试用老人中有不少是
经济困难老人，他们以前都没有用过手机，“老
人手机”的上网功能、音乐播放功能，老人更不
会用，即便是救命的“一键通”，老人恐怕也分不
清是哪个键，“我们非常需要为老人们普及一下
手机用法。”王燕燕说，电信公司可否先为用过
手机的老人上几堂培训课，然后，再由这些“熟
手 ”教会更多的“生手”，这样的交流本身也是
“科技助老”的有益实践。事实上，%年来，“科技助
老”已教会了 !#万申城老人学会使用 -./机领
取养老金，帮助众多空巢老人学会上网与家人在
线交流。 本报记者 姚丽萍

! ! ! !本报讯（记者
徐轶汝）在普陀区
长寿路街道 &0'&

年的秋季助学活动
中，部分受助学生
领到了一张《志愿
服务卡》，这意味
着，学生们是否能
完成 %# 小时的志
愿服务时间，将直
接影响到明年是否
能领到助学金。

在与企业签订
《助学帮困协议书》
的同时，"# 多名大
学生领到了这张
《志愿者服务卡》，
鼓励他们力所能及
地投入到志愿者活
动中。街道为他们
设计了多种形式的
志愿活动———到敬
老院陪老人聊聊
天，在社区慈善超市
站站柜台，去长寿邻
里中心当当前台引
导员。在一年内，《服
务卡》上的义工服务
时数积累必须达到
%#小时，如果完不
成，可能会影响到第
二年是否能继续领
取助学金。

“要给捐赠企
业一个说法。”长寿
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锐说，以前有企
业在与学生签约时
提出过类似的要
求，比如定期交一份
成绩单，或者每个月
写一份 %## 字不到
的学习小结，可是令
人失望的是，有些孩

子却做不到。“要让受助的孩子们知道，
别人帮助你，不是理所应当的。帮困助
学，不仅仅是在经济上资助学生完成学
业，更重要的是教育和引导他们学会
感恩、回馈和奉献。同时，也给爱心企
业一个反馈，对捐赠者负责。”
今年，长寿路街道共募集了来自

%家企业的 '+万元善款进行助学，共
'#!名学生得到资助，其中大学生 ,&

人，高中生 !'人。今年起，街道建立了
受助学子动态跟踪制度，每年根据居
委会上报的家庭情况进行受助标准的
复审；同时助学帮困协议从四年一签
改为一年一签，对于家庭条件改善的
学生可不再续签，如此才能把善款送
到更需要帮助的人手里。

2009年至今申城全民健康爱心跑募集善款逾299万元———

1.5万市民欢聚“爱心大巴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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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日上午 9时
30分，1.5万名市民参加了
2012安利纽崔莱健康慈善
慢跑。2009年至今，这项申
城最大规模的全民健康爱
心跑已募集善款超过 299
万元，专项用于癌症研究。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按键大，抗摔打，还能紧急求助———

半淞园街道90位老人
获赠“老人手机”

! 日前!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广场举行慈善嘉年华!来自奉贤福址小学和齐贤小学的学生与安利志愿者

一起!自己动手彩绘风筝并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给上海慈善基金会"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慈善快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