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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前，家住曹杨街道兰花大
楼的一户居民，其独生子突患白血
病，高昂的医药费使家庭陷入了困
境。花溪园爱心回收帮困小组得知
后，利用爱心回收得到的资金开始
长期资助该户家庭。最终，孩子的
病情逐步趋于稳定，如今顺利读完
了大学。

从此，变废为宝、爱心互助的传
统就在小区里保留了下来，并拥有了
一个美好的名字：“十号爱心汇”。

每个月的10号，花溪园的居民
都会自发将家中的废旧报纸、纸箱、
瓶瓶罐罐拿到居委会的爱心物资回
收站，再由其集中卖到废品回收站，
将所得钱款汇聚为善款，专门用于帮
助小区的困难居民。

自2010年启动以来，花溪园“十
号爱心汇”已经累计捐献物品3万余
次，共募集爱心42000元，帮助小区
45位重病患者解决生活困难，资助困
难家庭达到200多个，其中定期帮助
8名重大病居民和4名经济困难的学
生。

之后，“花溪凝爱基金”随之诞
生，每月一次的废品物资回收款、居
民捐款、共建单位资助款都纳入“凝
爱”基金。基金还选拔了5位管理小

组成员，悉心维护日常运作。
这一切积极发动居民自治、推

动社区用志愿公益来“扶贫济困”
的光荣经验，早已融入了曹杨社区
的慈善“基因”，也让街道成立曹杨
社区基金会的决定变得“顺其自
然”。

2015年底，曹杨社区基金会正
式成立。基于先前的社区自治经
验，在社区基金会运作两年多的时
间内，已经得到了来自中国地质工
程公司上海公司、上海市（快乐）集
团有限公司、普陀区政府基政科、上
海市普陀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普陀区曹安敬老院等近十
家企事业单位的捐赠，以慈善、公
益、自治、互助等方式解决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
然而，如何在“十号爱心汇”的

基础上有更大的作为？如何让更多
的社区居民参与其中？如何成为更
好撬动社会资源参与社区治理的重
要支点？这三个问题对于没有公募
资质的曹杨社区基金会来说，是必
须要郑重应对的考验。“找不到正确
的答案，就突破不了社区基金会发
展的瓶颈。”曹杨社区基金会的相关
负责人说。

让诚信遇见公益

合力共创社区扶贫济困“海豚模式”
一家社区基金会——曹杨社区基金会；一家崇尚公益的企业——海豚信用；一个居民自治项目——十号爱心汇。三个看似没有

联系的主体，因诚信和公益而走到一起。三方合力汇聚公益能量，通过线上成立公益二手交易平台，线下举办“同心集市”等形式，让
长期无人认领的“失物”、居民家中早该“断舍离”的闲置宝贝，幸福找到“新安处”，并将义卖筹款用于关切社区困难家庭和奖励社区优
秀志愿者。这一在社区扶危助困道路上创新走出的“海豚模式”，以小善传递大诚信、以小平台带动大实体、以小集市汇聚大爱心。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我有闲物，换你爱心，送TA温
情。”为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海豚寻
物”项目的内涵，将其与公益志愿以
及居民自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如今，
曹杨社区基金会又创新性地衍生出
了“海豚同心集市”公益项目。通过
线上线下爱心集市的义卖，将长期无
人认领的物品和居民捐出的闲置宝
贝转化为公益收入，并捐赠给曹杨社
区基金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物品征集上，
曹杨社区基金会不仅限于花溪园居
民、海豚信用这两处“货源”，更是吸
引了扇形指尖、微尘公益、佳和青年
创客、互助公益等社会资源一同参与
爱心义卖活动。第一场“海豚同心集
市”物资征集的前3天，就收到了吉
他、皮包、小家电、玩具等各类宝贝60
余件。

规模扩大了，花溪园在原有“十
号爱心汇”管理小组成员的基础上进
一步扩充人员，志愿者们分工明确，
从入户宣传、义卖品估价、义卖收款、
善款出纳等等，各司其职。同时，整
理完毕的捐赠物品，被制作成了义卖
清单，通过曹杨社区基金会微信公众

号平台，推送义卖活动时间、地点和
爱心义卖微清单，以供更多居民知晓
参与。

“海豚信用”APP还将二手公益
义卖平台专门开设了“十号爱心汇”
专窗，“爱心汇”管理小组成员有独
立的后台账号，可以随时将居民拿
出的义卖品拍照上传到平台上，实
现了“海豚同心集市”的天天可做、
人人可见。

而在落实善款方面，除了“十号
爱心汇”最为关切的社区困难家庭
外，曹杨社区基金会也将受益人群延
伸至了社区中有突出贡献的志愿
者。据介绍，目前基金会设立了“曹
杨&海豚”专项基金，专门用于资助曹
杨辖区内的“好心人”。例如，为社区
的“健康卫士——医疗志愿者送上血
压计，为社区中的公益理发师送上一
套美发工具等，”我们希望用公益众
筹的资金去资助好心人，扶持他们更
好地为大众居民服务，从而形成‘众
人——好心人——众人’的公益循
环，鼓励更多曹杨人参与公益、热心
公益、回馈公益。“曹杨社区基金会相
关负责人说。

2017年初，作为先行先试单位，
曹杨街道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公益合
作伙伴——海豚信用，并正式启动了
市级诚信项目“海豚寻物”。

这是一个让传统“碰撞”互联网
的有趣尝试，“海豚寻物”作为一个失
物招领平台，把传统的拾金不昧行为
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通过给予公益
奖励、红榜记录等形式，鼓励更多人
加入“不以善小而不为”的大行动，并
借助互联网形成大数据精准推送，提
高物归原主的概率，形成社会化互帮
互助的社区公益平台，还能在全民中
加强讲诚重信的正面引导。

该项目除了在线上有平台对接，
线下还设计了专属“小黄箱”。按照
步行800米就能看到1个“小黄箱”的
标准，曹杨街道在全部20个居民区、
数十家社区单位共安放了 40 余个

“小黄箱”，让捡拾物品有处可交、随
处可交成为可能。刚运行的头三个
月，通过“小黄箱”交还的捡拾物品已
经在百件以上。

在与海豚信用成功合作的过程
中，也给了曹杨社区基金会工作人员
新的思路和灵感。

一方面，在与居委会的工作交流
中，会听见很多工作人员反映，小区

内无人认领的物品日益增多，但又不
好处理，“万一前脚刚扔，后脚就有居
民来寻失物，大家常常扔也不是，不
扔也不是。但日积月累堆放场地也
有限，失物的‘出路’至今无解。”另一
方面，除了“十号爱心汇”主要向居民
收集的废旧报纸外，很多居民家中其
实还有不少闲置物品，有的甚至沦为
了楼道内堆砌的“有价废品”。“如果
也能为这些闲置物品找一个‘新安
处’，既能帮助居民家中、楼道‘断舍
离’，又能扩大社区基金会资金的来
源渠道，让‘公益心’凝聚更大力量。”
曹杨社区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说。

于是，不久后，一个带有“自发
性公益二手交易平台”标签的公益
义卖版块在海豚信用 APP 上亮相
了。低音炮户外三防蓝牙音响、人
物自述励志书一套、家安空调消毒
剂、九阳电磁灶头……无论是长期
无人认领的物品，还是自愿捐赠的
爱心闲置物品，抑或是爱心企业、社
会组织提供的义卖物品，都能在平
台进行义卖，所得款项每季度进行
核算，扣除物流等基本成本费用外，
全部捐赠曹杨社区基金会，继续投
入到新一轮的公益帮扶中，形成了
完美的公益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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