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上海社
区基金会蓬勃发展的背后，也存
在不少短板，包括筹款能力差，专
业化程度不高，人手不足、影响力
与持续成长性较弱等。目前上海
!"家社区基金会中，只有一家拥
有公募资质，大部分社区基金会
都处于“囊中羞涩”的状态，许多
好项目因此进展缓慢。
为了“扶一把，推一把”，上海

市先后下发多项相关文件，在资
源配置上倾斜，搭建培训平台，提
升社区基金会团队的业务能力，
并积极开展宣传活动。这一次，是
#$家社区基金会公开首秀，下一
步，本市将争取推动全市 %&&个
街镇的社区基金会全覆盖。

除政府部门大力推进外，社
区各方力量也在积极为公益基金
会的起步壮大保驾护航。从今年

'月开始，“新力杯”首届上海社
区基金会创投大赛正式启动，吸
引了上海 ($)的社区基金会参
加，最终评选出 (*个优秀项目。
上海新力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吕基成表示，“新力杯”好比一场
社区基金会的“选秀比赛”。通过
公益界大咖导师的集中培训后，
需通过线上线下进行筹款，并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目标款项的募
集。“最重要的，是要激活这些社
区基金会的筹款能力，第一步先
要养活自己。”吕基成说，这次在
上海五区商圈同时开展的集中
展示活动，是不少社区基金会真
正的“处女秀”，虽然还稍显稚
嫩，但这样的机会今后会越来越
多，上海社区基金会也将越发成
熟稳健，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
积极作用。

! ! ! !徐汇区凌云社区基金会去年
四月刚成立，这一年轻的基金会
项目非常特殊：帮助社区家长学
习管教“熊孩子”。
在 *月 +日社区基金会展示

现场，一名五六岁模样的小男孩
拦住记者递上传单和二维码，奶
声奶气地介绍起一个名为“玩具
吧”项目，劝说记者扫码捐款。这
就是凌云社区基金会的“熊孩子
改造计划”，小男孩和他的家长都
是项目志愿者。

项目负责人徐启智表示，祖
辈带娃在上海非常普遍，老人们
往往缺乏教育知识，凭经验带娃，
加上一味溺爱，不知不觉就把娃
带成了“熊孩子”。而在高楼公寓
从小独自成长的孩子们，也缺乏
和同龄人社交玩耍的机会，渐渐
就成了家里的“土霸王”。
于是凌云社区基金会瞄准这

一痛点，启动“玩具吧”项目。利用
社区公共空间，提供各种玩具，吸
引家长们带着孩子来玩耍。过程
中，再有志愿者老师指导家长“科
学带娃”，让孩子在玩耍的过程中
充分社交，学习社会礼仪。
玩具吧的志愿者老师，基本

也都是社区居民，有退休老师、全
职妈妈、企业高管等等。项目会根
据老师和场地情况，开展英语课、
亲子律动、上海话课等课程，每节
课只象征性地收费一元钱。
“我们理想中的社区，就是回

到我们小时候的状态，人与人之
间高度的信任、关心和熟悉。”徐
启智说，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能靠
居民自己，而社区基金会在其中
起到最大的作用，是引导与赋能，
帮助居民提升自治能力，在共同
解决社区问题的过程中，让整个
社区关系更为紧密融洽。

! ! ! !嘉定工业区社区公益基金会，
是上海市首家在工业区成立的社
区基金会，面对 %$个社区，主要群
体是社区居民和企业员工。作为一
个年轻化的新兴社区，居委会常为
年轻人社区事务参与度低而头疼。
而企业也有对接参加社区服务的
需求，但同样没有资源。谁来牵线
搭桥？%$&#年嘉定工业区社区基
金会诞生了。

基金会秘书长吴锋云表示，成
立之初，基金会也为如何吸引白领
上班族犯愁，直到找到一个巧妙切

入点：美食。针对年轻人不爱做饭
的现状，基金会发起了“家味浓”项
目，指导年轻人多做饭少叫外卖，
多和家人吃饭增进情感。专门找来
糕点师、厨师甚至是“本地食神”阿
姨来担任志愿者上课。活动一经推
出立刻抓住了年轻人的胃和心，每
次活动名额几乎都被“秒杀”。

通过这一契机，基金会在工业
区年轻人群体中打开了知名度，
也从中招募到了一支志愿者队
伍，“美食群”随时可以转化为“志
愿者服务群”，企业对此也非常欢

迎，因为只有提高归属感，才能留
住员工。

通过公益服务活动，以往社区
的割裂状态正在得到改善。社区基
金会逐渐成为了政府、社区、企业、
居民的需求交换的平台。“我们对
自己的定位就是‘社区经纪人’，职
责就是盘活社区资源，让社区变得
充满活力。”吴锋云说，工业区以往
的社会组织服务很薄弱，而社区基
金会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一短板，
这是符合大型工业区特色社会组
织的一种探索尝试。而最终目的，
就是要让工业区这个大家庭所有
成员更有归属感、幸福感。

! ! ! !上海美丽心灵社区基金会成
立于 %$&%年，创始人马莉 %$$!年
就开始开展针对患病孩子与家属
的心理咨询服务，#年后成立的这
一公益慈善组织，是上海首家非
公募社区基金会。

基金会负责人洪浩告诉记
者，上海美丽心灵社区基金会成立
后，已经发展起一支三百人规模的
志愿者服务队伍。志愿服务项目从
最早的心理咨询延展到教育、阅
读、扶贫帮困等，但主要目标群体

始终是孩子。
%$&(年，基金会关注到一些

市区老城厢的居民，居住条件恶
劣，所有家庭成员挤在二十平方米
不到的单间，环境脏乱且毫无私密
可言，对孩子们成长非常不利。于
是从去年开始，一个名为“螺蛳壳”
的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旨在帮助
这些家庭改造居住环境，让孩子
们有一个私密、明亮、整洁的成长
环境。

在爱心家装企业和志愿者设

计师的帮助下，从去年 !月开始，
基金会挑选了 &$户人家免费改造
空间，原本狭小脏乱的房间经过设
计改造，空间使用合理性大为提
升。而受助家庭需要付出的“代
价”，就是参加志愿服务，从受助者
转化为志愿者，许多困难家庭的成
员也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发现了
自我价值。

从改造一间房子，到影响一个
孩子的童年，继而改变一个家庭的
命运。洪浩说，虽然过程不总是一
帆风顺，但能亲眼看着这些改变发
生，喜悦与成就不言自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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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是公益伙伴月，上周六是
“爱满社区 -社区基金会开放
日”，本市50家社区基金会首次
集体亮相，许多上海市民得以第一
次接触这种被称为“家门口慈善”
的全新公益模式。
“社区基金会”能给我们的生

活带来怎样的改变？相比国外，上
海社区基金会起步虽晚，但发展迅
速。74家各类型社区基金会已在
上海遍地开花，覆盖了全市1/3的
街镇。与此同时，上海社区基金会
也普遍面临资源匮乏、专业化程度
不高、影响力有限等短板。今年，市
领导在调研上海社区基金会培育
发展工作情况时指出，社区基金会
目前还处于“儿童阶段”，不仅需要
政府“扶一把、推一把”，还要倡导
社区基金会运作体现“自治”，探索
形成具有上海特色的社区基金会
培育发展经验模式。

! ! ! !扶贫帮困!指导家长对付"熊孩子#$$

!"家各类型社区基金会扎根上海%%%

家门口慈善 来得快帮得准
本报记者 李一能

! ! ! !社区基金会!就是以"社区#作为主体!调动自

身资源解决社区问题的公益组织$ !"!#年!世界

首家社区基金会"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在美国成

立$银行家弗雷德里克&高夫将银行闲置的信托资

金和社区内的慈善捐赠汇集成永久性捐赠基金!

并组建资助委员会决定资金流向! 成为最早的社

区基金会$社区基金会目前已经在全球 $%多个国

家落地!它有利于发动民间资源'缓解政府资金紧

张!使得公共服务更加贴近社区需求$

!名词解释"

! ! ! !在美剧中，经常可以看到各种
社区互助小组，一群人围坐成一圈
参加心理辅导、戒烟、戒酒等等，这
就是美国社区基金会最常态的活
动之一。%$&%年。玺安关爱基金创
始人储晓红带着女儿陈玺安前往
美国留学，不久女儿就被诊断罹患
多形性神经母细胞胶质瘤。许多当
地社区志愿者第一时间从医生处
获知情况，开始介入帮助。

“社区基金会志愿者们的专
业、高效与爱心，令我印象深刻。”

储晓红说，在女儿生命的最后一段
时间中，志愿者给予了一切力所能
及的帮助，包括募集捐赠、心理疏
导、照顾生活等等，极大地缓解了
她们的痛苦，深受感动的她回国后
也创立了一家公益基金会。

%$&'年，上海成立全国首家
社区公募基金会———上海洋泾社
区公益基金会。虽然此时离首家社
区基金会诞生已经过去了近百年，
但短短数年间它在中国发展迅猛。
目前，全国有 &$$多家注册的社区

基金会，其中 !,家在上海。
上海的社区基金会百花齐放，

各显神通。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特殊
的难题，而社区基金会则是专为解
决这些难题而诞生的。有关注扶贫
帮困的，保护传统民俗的，指导家
长如何对付“熊孩子”的，甚至还有
教白领做饭的……

一言以蔽之，相比大而全的传
统公益模式，社区基金会是一种
“小而精”，非常接地气的“家门口
慈善”，每个社区居民都可以是发
起人、捐款人或志愿者，而同时也
可能是被服务的对象。

历史悠久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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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陀区(社区基金会开放日#现场!真如社区基金会展区!由自闭症儿童制作的工艺品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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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效并举齐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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