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友善墙的创意虽巧妙，但这
种新型公益模式，被“火热”复制
到国内后，却有些“水土不服”，甚
至状况百出。各地屡屡传来友善
墙“夭折”的坏消息。

在兰州，当众人为刚刚建起
的友善墙出谋划策之时，却传来
消息：“友善之墙”挂钩被人拔
掉。虽然之后有热心市民重新
安装了挂钩，但兰州的友善之墙
又被人为用涂料刷白，只剩下在
墙下放着的一个装满衣服的红
色环保袋和一个装满衣服的白
色编织袋。

据该友善墙所在的街道办工
作人员表示，“社区和相关部门正
在想办法，看能否设立一些衣柜或
者储物室，让衣物的摆放更加整齐
一些，这样既能起到温暖人心的慈
善效果，又不影响市容。”但之后，
却直接下了“死命令”：“由于这面
墙没有在城管报备，且不规范，社
区不得不将友善墙粉刷处理。两
位爱心人士找到社区，社区做了解
释后他们表示理解，下一步社区将
走正规途径，报备手续后，在合适
的地方设置。”

更具戏剧性的是昆明的友
善墙。其在昆明北站隧道启用
不足10天，因无人打理变身旧衣
物“垃圾场”，便被辖区街道办取
缔。没想到才过了1天，友善墙
的命运就来了次“反转”——考虑
捐赠和受助双方的需要，辖区
街道办又撤销取缔，改为放置
爱心桶并加强管理。但更让人
惊讶的是，没过一天，爱心桶又
被偷了。

短短10余天，从受热捧，到无
人打理变身旧衣物“垃圾场”，再
到被取缔，昆明北站隧道友善墙
的命运真可谓“一波三折”。而其
遭遇在国内并非个例。

更具挑战的是，友善墙被质
疑缺乏监管，有传染疾病的可
能。“友善墙的出现，其主体是爱
心的表现，但它确实存在传染疾
病的可能性和安全隐患。”疾病预
防控制专家认为，友善墙上所挂
的衣物，大多无法查清衣物来源
以及该衣物主人或使用者的具体
情况，在源头无法控制的情况下，
也将存在皮肤病及接触性传染病
传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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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沪版友善墙两天便“夭折”“运动式”公益潮为何来去匆匆？
无人看护、无人打理、运营缺乏监管“有爱无心”友善之墙岂能屹立不倒

为了更好地提供衣服给流浪者保暖，市民可以将自己多余的衣服挂在城市
里的友善墙上，而有需要的人则可以随时将它取走。这面源自伊朗的友善墙迅
速在全球走红，被誉为“感动世界的一面墙”。

由于操作简便、参与简单，友善墙在短时间内一度风靡全球各国。今年以
来，友善墙出现了许多中国版本，上海也不例外，浦东和松江两个月前都有市民
自发建起了友善墙，曾一度走红网络。然而，近日青年报记者走访发现，这两面
友善墙悄然消失，纵观全国，类似情况屡见不鲜。为何友善墙频频遭遇“水土不
服”？青年报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本版撰文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实地探访]

精心布置的墙面、整齐的挂
钩、五彩斑斓的各种爱心图案点
缀……两个月前，在浦东新区利
津路1287号上，一面特殊的墙“拔
地而起”。在墙的最左边，写着这
样一段话，“我们都可以将自己多
余的衣物挂在这里，有需要温暖
的人，随时可以带走它们，让爱流

动，就是’友善之墙’的意义。”
这是浦东版的“友善墙”，根据

网络爆料，“从提案到实施只用了
短短4天的时间，发起者们只想用
简单的方式，简单的爱，让冬季暖
起来！”而从网络图片来看，这面墙
其实是由几块喷绘布拼接而成，位
于沿街处。在墙上，粘贴了近20个

挂钩，也确实有不少人捐出了闲置
衣物，大多都是款式各异的羽绒外
套。“友善之墙挂出的衣物得到了
社会爱心人士的踊跃捐助，希望这
些暖衣能尽快帮到真正有需要的
人们，让他们在这个严寒的冬季，
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温暖，用开心的
笑脸迎接新一年。”

“运动式”公益
不能来去匆匆

“友善墙，这一次轰轰烈

烈、‘运动式’的公益行为，如果

来得快、去得快，不免太让人可

惜了。”对此，业内专家指出，友

善墙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同时，

也遭遇到了无人管理成“垃圾

场”、市民乱扔破旧衣物、衣服

卫生无法保障等难点，如果没

有专业化的管理和操作，担忧

这一慈善活动会沦为行为艺

术，无法持续。

“在借鉴和参考国外有价值

的、好的创意时，如果我们能因

地制宜，在行动之前多思考、多

分析，调动不同领域人们的资

源，找到专业的合作伙伴，制定

出更明晰、更具实操性的行动计

划……在努力做好这些之后，才

有可能实现人们的初衷。毕竟，

整个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庞

大系统，很多时候，越是单纯的

心愿，越是难以达到，或是变得

离题千里。”专家表示，感谢那些

爱心人士，同时也不忘那些专业

的慈善人士。慈善之花的开放，

总是众人合力的结果。

近两个月来，国内不少城市

仿照伊朗友善墙掀起的爱心浪潮

此起彼伏，但随着各式各样的墙

面诞生，争议也随之而起，不少地

方城市管理部门紧急叫停。

友善墙在一些地方之所以

“阵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爱

无心”。就比如在上海，虽然友善

墙由市民自发设置，但最后一设

了之，无人看护、无人打理，爱是

有了，将之持续的心却没了。没

有完整的友善墙管理制度在背后

做保障，这面墙岂能屹立不倒？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说，衡

量城市文明的尺子，便是这座城

市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友善墙

就像投入湖中的一颗石子，正在

不断激起涟漪，我们期待，友善

墙能够成为一个激发慈善力量

的契机。

纵观全国各地的公益项目，
草根公益组织形式种类繁多，但
是像友善墙这样，可以在短时间
内影响这样大量的人群、调动起
人们的热情的并不多。其实，伊
朗友善墙绝不仅仅是影响了中
国，更是红遍全球网络，散播到
世界各地，包括土耳其、巴基斯
坦、美国都有了民众自发设立的
友善墙。那为什么是这种形式，
容易在短时间内爆发极强的影
响力呢？

业内专家将之归结为四大原
因。首先，该项目的“发心单
纯”。在发源地伊朗，友善墙设立
的初衷是：天气寒冷，让流浪汉有
冬衣御寒。流传到国内，也仅涉
及衣物捐赠，不涉及其他类别的
公益捐助，更不涉及系统性的公
益计划。仅仅先从当下最急迫的
需求出发而不是抒发宏伟大愿，
越是这样单纯的发心，越具有强
烈的感染力。

其次，市民参与非常简单。
只需要把自己闲置的衣物拿到爱
心墙并挂上去，这个行动门槛很

低，很容易做到。第三，这个友善
墙还融入了创意设计。墙面彩
绘、装饰，为友善墙增添了一抹浪
漫色彩，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
意和提升好感度。

第四，是人性化的形式。友
善墙这种捐赠形式的设置，避免
了受助者与捐助者碰面的尴尬，
能让受助者的自尊心得到较好的
保护。

“对于我国当下环境来说，
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没有风
险，捐一件自己不再需要的衣
服，并不像去扶一个倒地老人那
样会让当代人有所犹豫。再比
如解决了信任问题，一方面人们
对于某些官办公益机构不信任、
对于民间公益组织不了解，而友
善墙省略了这些中间环节，能让
捐赠品直接到达受助者。另一
方面爱心墙的设置是在开放的
公共空间，比起封闭的办公室和
室内环境，这无形中给人一种较
为透明、公正的印象，这些都有
助于提升人们的参与度。”专家
分析说。

一面竖立于闹市角落的普通
墙壁，却通过几个挂钩和旧衣物
的点缀，让城市变得更有“温
度”。由于友善墙的方式属于“小
而美”的类型，操作简便，参与简
单，因此当感动世界的友善墙一
经传播，迅速有了上海版，而在全
国范围内，也仿佛一夜之间遍地
开花。

如今，全国各地涌现出了市
民自发改造的友善墙，效仿的城
市之多，简直让人眼花缭乱：昆
明、北京、成都、贵阳、长沙、郑州、
天津、青岛、呼和浩特、贵阳、金
华、温州、开封、驻马店、汕头、珠
海、柳州……很快，这些友善墙，
让人们尤其是当地居住的人，感
到了自豪，“看，中国不缺有爱心
的人，我们也关心流浪汉和弱势
群体！”而朋友圈、微博成为了最
大的传播渠道。

“以后大家要是有不穿的衣
服，可以捐到‘友善墙’上去。”在
兰州，这则消息在微博和微信朋
友圈被疯传。在当地金昌南路马
路东侧一段临街空白墙壁上，约
有三米长的一段被刷上蓝色底

漆，并用黄色笔迹描出一个房屋
模样，设置了衣服挂钩，在一旁写
有“如果你有多余的衣服，留这儿
吧。如果你需要它，带走它”的字
迹。墙上还挂着十余件外套。附
近市民介绍，起初衣服挂在这里
无人敢取，但过了一天开始有人
上前挑走心仪的衣服。“毕竟有困
难人啊，这些衣服其实都好好的，
放家里没人穿，要送也不知送给
谁，有了这面墙作为载体，多好！”
市民周女士说。

同样，在广州番禺、天河两地
的“友善墙”，捐赠者积极踊跃，而
求助者也不乏其人，多余的衣物
也妥善地保管，供需双方达到一
种良好的平衡。“这实际上也说
明，任何一个城市都不乏乐于助
人的爱心人士，任何一个城市也
难免有衣食基础生存需求方面存
在困难的群体。一个好的慈善创
新，一个通畅的救济通道，就可以
有效把双方连接起来，使得爱心
能够得到释放，使需求得以满足，
这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共生之道，
也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应有的温
度。”一位市民说道。

在茸梅路银泽路的路口，记者

找到了该面友善墙。然而，在记者

眼前的却是一面光秃秃的砖墙。原

本的捐赠衣物、爱心鞋靴销声匿迹。

选址在工地的友善墙，从地

理位置上来说确实便于打工者发

现和取用，但为何又在短短两个

月内无疾而终了？青年报记者在

工地上采访了几名工人，男员工

几乎都不知道有一个友善墙就在

他们工地门口，而细心的女员工

虽然知道友善墙的存在，但表示

没有去拿过友善墙上的衣服。“我

们自己对穿衣要求不是很高，过

得去就行，冬天自己的衣服也够

了。要是墙上挂些小孩的衣服，

我可能会去拿几件新一点的给我

家孩子。”当记者问及这面友善墙

何时被“拆”时，该女员工表示还

不 知 道 友 善 墙 已 经 不 在 了 。

昨天，记者找到了“友善之

墙”所在的松江区中山街道相关

负责的工作人员，其表示工地上

友善墙已由发起的两个女孩自主

拆了，至于新的友善墙会选址在

哪里目前还是一个问号。“之前我

还给这两个发起人介绍了一家爱

心助困志愿者协会，该机构表示

愿意加入运营。但后来也没有消

息了。要维护好友善墙确实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如果发起人

有需求，我们街道也会尽力配

合。”该工作人员说。

无独有偶，在松江的一处工
地上，也在差不多的时间段诞生
了一面友善墙。早前，已有众多
媒体报道过这面友善墙。有松江
居民看到友善墙的概念从国外来
到中国，并在成都、重庆、青岛等
多个城市落地，于是便萌生了接
棒的想法。最终，在茸梅路银泽
路路口的一处建筑工地旁，找到
一间荒废老屋的一面墙壁。爱心
人士买来涂料，用两天时间粉刷，
直至灰白黯淡的墙面出现醒目的
蓝色小屋标记。钉上衣架，两人

分别从自己的衣橱里挑了一件厚
实冬衣挂在墙上，温暖自此开始
传递。“任何人都可将自己多余的
衣服挂上，而有需要的人则随时
可将它取走。它传递着一个美好
愿望：不让困难人群在冬季瑟瑟
发抖。”

据报道，友善墙出现后，有的
人拿来一件棉袄挂上，有的拿来
八成新的羽绒服，一位路过的打
工者相中一件内里带绒的棉衣，

“质量很好，穿上真是暖和。”不知
不觉间，友善墙上的衣物越来越

多，墙角还摆上了鞋架，上面放着
几双雪地靴、几瓶矿泉水。

友善墙所在的中山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希望共同将这份温
暖传递下去，帮助更多人。目前，
街道正为“友善之墙”搭建雨篷，
为衣物套上袋子防尘防雨，并会
统筹解决旧衣物消毒等问题。接
下来，街道将考虑合理选址，将

“友善之墙”迁往人流量较大的地
方，并复制推广开来。此外，还计
划与松江区“爱心衣旧”等志愿组
织对接，发动更多人参与。

然而，当青年报记者在近日

亲自到现场走访时，看到的却是

截然不同的画面。网络上的画

面已然不再，友善墙已经被拆

走，留下的则是“招商进行中”的

宣传广告。

青年报记者首先去询问了左

手边星巴克的店员，但得到的回

答是店员的一脸茫然，全然不知

情。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右手边

的棒约翰询问，一名中年女店员

告诉记者，“其实这个友善墙就挂

了两天，后来就撤掉了。”据该店

员回忆，友善墙刚建立起来时，确

实饱受赞扬，有人送外套，也有人

送绒线帽。“我家里也有不少闲置

的衣服，回家之后我就找出来重

新洗好，想要捐给需要帮助的

人。我还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让

他们一起把闲置的衣服都捐过

来。谁知道当友善墙推出后的第

三天，我兴冲冲地拿着理出来的

衣服过来时，这个墙却没了。衣

服钩子一个不剩，连墙面布置都

不见了。完全没想到，这也消失

得太快了！”

青年报记者看到，这面墙所

在的区域实属于某居民社区外的

沿街商铺，周边是餐饮、母婴商家

为主。据周边的居民透露，这面

墙原本是一家餐厅的大门，后来

餐厅歇业，物业把大门用硬板封

住，开始招商，但一直没有找到合

适的租户。“两个月前出现了友善

墙，但是只出现了两三天就消失

了。”附近居民说。

从提案到实施只用了4天

墙已消失 附近店员称“挂了两天就拆了”

有衣物有鞋架还有矿泉水

[实地探访] 只剩一面砖墙和钉子 去处成问号

操作简便参与简单
友善墙遍地开花

运营状况百出屡屡“夭折”
被质疑缺乏监管存安全隐患

■记者手记

■深度剖析

“给热情冲昏了头、拍脑门
的决策，会’死’得很快、很惨！”
有观察人士称，友善墙登陆中国
后，市民热情高涨，积极参与，确
实有遍地开花、热火朝天之势，
但跟风扎堆，一不小心就“玩坏”
了友善墙。

“爱心墙谁来做最合适？爱
心墙的设置合规吗？选址合理
吗？爱心墙的日常管理到位吗？”
观察人士称，这些问题如果解决
不好，爱心墙在中国很难走远。

有公益慈善论坛支招：专业
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友善墙主
要是做旧衣捐赠，选址在哪里更
合适？怎样设计更美观实用？如
何根据相关群体的需求和季节天
气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的种类
和数量，并做好防雨、防潮、防晒、
防尘、防盗工作？消化不完的衣
物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都应该由
有专业经验的公益机构，建立一

支相对稳定、分工明确的志愿者
团队规划管理。此外，在国内公
共场所举行公益活动，通常都需
要市政、城管、公安等多个部门的
审批，友善墙的设立应该避免“先
斩后奏”式的鲁莽，与政府相关部
门提前做好沟通，详细规划好活
动，以达到预期目标。

“很多地方，爱心墙设立后，
市民捐赠积极，但却出现了不适
合捐赠的衣物，很多衣物都未经
清洗消毒。”昆明的友善墙发起人
顾中国认为，要让友善墙这一模
式顺利进行，还需社会大众形成
更好的捐赠理念和规则。

“友善墙不是个人衣柜减负
场，不合格的捐赠坚决不上墙，打
造有效的供需对接平台，这样才
能皆大欢喜。”有网友呼吁，希望
更多市民从自己做起，用心维护
友善墙，让它成为一个城市真正
的加分项。

友善墙不能“有爱无心”

上海上海
松江松江

全国全国
各地各地

友善墙为什么会火？QQ
AA 发心单纯、门槛低、人性化成主因

营运管理难点如何解决？QQ
AA 建立相对稳定、专业的志愿者团队

松江一处工地上，原本的捐赠衣物、爱心鞋靴的友善墙销声匿迹，只留下一面光秃秃的砖墙。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