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首都工会人

组织“微活动”增强工会吸引力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丰台王佐镇总工会副主席徐靳

■安排优秀义工免费体检 吸引更多人员投身公益
■定期举办公益团体交流 鼓励草根组织参与慈善
■率团队在站台接送旅客 四年间服务人次近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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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北京百万慈善义工的领路人瘦削、 声音强劲有力、 眼神
中透着睿智决断， 近日记者采访
了全国劳动模范、 北京市慈善义
工协会秘书长陈志斌。 记者出现
时， 陈志斌和他的伙伴们正在商
讨慈善义工协会应急救援总队的
筹备事宜。 说明采访来意后， 陈
志斌讲起了他跟慈善义工事业的
不解之缘。

为优秀义工免费体检
吸引更多人加入慈善

陈志斌对 “义工” 这个词并
不陌生， 在光彩利民社区服务中
心工作时 ， 他就经常做志愿服
务， 去敬老院照顾老人、 看望脑
瘫儿童， 助残扶弱一直是他生活
的一部分。 2010年， 他有一个去
美国考察当地义工的机会， 陈志
斌发现在美国做义工是件非常普
遍的事。 而每每提起中国公益事
业 ， 外国人总表现出一脸的不
屑。 “当时也算是赌气吧， 想为
中国人争口气， 于是就下了做公
益的决心。”

“我那时完全是门外汉 ， 自
己查资料一点点去了解什么是民
间组织， 分哪几类。” 在摸索中
前进的陈志斌， 每一步走得都很
不易。 学习相关法律就用了一星
期时间， 一点点弄清成立协会需
要走的程序， 就连协会名字的注
册也几经波折。 陈志斌认为做义
工也是一种慈善行为， 拟定协会
名称是 “北京市慈善义工协会”。

创立之初 ， “我和几个创
始人都觉得一腔热血有了施展的
平台， 开始大量组织活动”。 慈
善拍卖、 救助流浪儿童、 社区义
演， 协会的义工们活跃在北京的
大街小巷。

起步后的快速发展实则存在
隐忧。 很长一段时间里， 慈善义
工协会的活动缺少计划性， 很多
人的热情开始减退， 资金也愈发
紧张。 “慈善义工为社会提供
的 服 务 是 义 务 的 ， 可 组 织 慈
善 义 工 参 与 义 务 服 务 是 有 成
本的 。 ” 组织活动从前期调研
、 筹备到后期总结需要的是一个
团队， 维系一个团队要求慈善组
织有 “造血” 能力， 不能一味依
赖 “输血”。

面对困境， 陈志斌从国家的

政策中找到了解决的钥匙。 社会
组织可以收取会费， 募集的善款
能产生利息， 政府也可以购买组
织服务。 陈志斌在协会设立了筹
募部 、 财务部等 “七部一室 ”，
对收入支出、 活动筹备等事务进
行具体规划， 通过与北京市各委
办局合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申
请政府岗位购买等方式， 协会渐
渐走上良性运作的正轨。

为鼓励义工的善行美德， 协
会还会不定期为优秀义工安排免
费体检、 出游、 出行等活动， 鼓
励市民 “做好人”。 越来越多的
爱心人士， 通过口口相传加入到
慈善义工的队伍里。

率团队在站台接送旅客
四年间服务人次近千万

经历了创办时的不成熟， 陈
志斌开始更理性地看待义工这一
行业。 “慈善公益事业不是依靠
一群人的热情， 既然由专业的人
来做， 就要做专业的事， 既然有
了协会， 就应该发挥职能和影响
力 ， 打造一个让好人认可 、 成
长、 信赖的平台。” 慈善义工协
会需要转型， 也需要做出品牌，
让更多的人了解。

2012年春运成了一个契机 。
基于 “实名制售票” 和 “停售站

台票” 两项政策的出台， 旅客亲
友无法到站台接送， 陈志斌与北
京交通广播商洽 ， 达成合作意
向， 在北京西站连续4年共同主
办 “慈善义工送爱回家” 的大型
公益义务帮扶活动， 为旅客提供
问询、 疏导、 帮助弱势群体进站
上车等义务服务， 由北京交通广
播全程予以宣传支持。 活动受到
了出行旅客和北京西站地区管委
会的一致好评， 万余名慈善义工
参与服务， 近千万出行旅客通过
此次活动受益。

2011年12月22日， 北京市慈
善义工协会发起第一届 “北京精
神， 北京榜样———寻找北京最美
慈善义工” 大型文化系列活动，
在全市100万慈善义工群体中通
过寻找 “身边人、 身边事” 的形
式， 宣传表彰长期以来利用个人
的时间、 资源、 财力从事和参与
社会公益活动的人士和团体。 在
征集过程中， 很多默默奉献多年
的民间人士涌现， 82岁的王中平
老人在社区义务捡狗粪十年； 工
程师燕兆时放弃待遇优越的工
作， 成了打工子弟小学校长， 自
掏腰包， 承担了整个学校的运营
工作……这些感人的事迹通过北
京电视台等媒体传播开来， 在全
市范围内产生了积极影响。

定期举办公益团体交流
打造市级“枢纽型”组织

经过不懈的努力 ， 2014年 ，
协会被认定为市级 “枢纽型” 社
会组织， 主要负责本市大型非公
企业志愿服务组织以及各级各界
义工机构、 个人的联系、 服务和
管理 。 这标志着协会的身份由
“运动员” 转型为 “教练员”。

为实现 “枢纽型” 社会组织
价值， 协会开始定期举办公益团
体交流行活动， 鼓励草根组织参
与和发表自己对慈善公益事业的
看法， 提出困难， 由协会代表草
根组织与政府单位协调， 为草根

组织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陈志
斌说， 有的团体缺办公地点， 协
会就积极协调街道社区， 有的团
体缺运营经费， 协会就协助申请
政府项目、 岗位购买资格。

2015年 ， 在陈志斌的带领
下， 协会正在全力打造专属首都
志愿服务领域的 “好人基金” 暨
“北京慈善义工发展服务基金”。
基金将通过线下+线上联动的方
式 ， 由传统筹募方式义卖 、 义
演、 捐赠与互联网众筹相结合，
参照海外慈善公益团体的先进发
展模式， 打造品牌线下工程。

对话陈志斌

记者： 听说协会不仅致力于
国内的慈善救助， 之前还远赴尼
泊尔参与地震救援， 能否简要介
绍一下？

陈志斌 ： 尼泊尔地震发生
后， 我们共收到意向前往震区参
与救援的志愿者报名申请100多
份。 经选拔， 首批8名队员前往
协会尼泊尔分会参与救援。 这次
救援总体来说， 非常成功。

记者： 当前民间自发救援有
哪些不足？

陈志斌 ： 在遇到自然灾难
时， 中国的民间自救力量是非常
强大的， 有很多好心人愿意献出
他们的爱心， 但是， 中国的民间
救援还很不正规， 存在无序化的
状态。

记者： 在您看来， 成立义工
协会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陈志斌： 慈善义工协会马上
就成立5年了， 义工注册量接近
百万， 我希望可以持续推动和提
高慈善义工组织和个人的政治待
遇和社会美誉度。

慈善义工协会做好事最大的
意义， 就是共同用实际行动向社
会诠释 “好人必成社会主流” 的
社会价值取向。

“在工会组建上， 我们创造
了 ‘三微三为’ 服务体系， 很好
地促进了工会的组建。 首先第一
‘微’ 是微信传递为职工服务声
音。” 提及自己的工作， 徐靳感
慨地说。

出生于 1983年 11月份的徐
靳， 跟传统老工会朴实的形象不
同， 她有着出众的口才、 时尚的
外表。

“工会也应该跟随时代 ， 不
断创新和发展， 我们的 ‘三微三
为’ 就是紧跟时代潮流， 不断创
新的成果， 就是用职工喜闻乐见
的方式和载体， 为职工提供更多
更好的服务。”

徐靳说， 微信是新媒体时代

社交的重要渠道 ， 时下非常流
行 ， 为了紧跟职工的潮流 ， 年
初， 他们创建了微信公众平台，
每周两期推送动态信息。

平台采用官方微信公众号与
服务站工作人员个人微信 “双轮
驱动” 模式， 开设 “政策法规 ”
“互助保障” “品牌活动” “招
聘信息发布” 等会员服务专栏，
利用新媒体平台， 积极传递工会
服务职工的声音 ， 很受职工好
评。

“为了更好地宣传服务职工
的内容， 促进工会各项工作的开
展， 激发企业和职工入会热情，
我们还利用 ‘微册’ 宣传为职工
服务政策。”

年初， 他们主导设计印发了
《王佐职工工会服务手册》， 手册
包括建会企业及职工享受的服
务、 京卡·互助服务卡服务项目、
在职职工互助保障计划、 工会服
务站工作职责4部分内容， 首次
印刷2000册， 通过8个中心村联
合工会下发至镇域非公企业、 小
微商户和企业职工， 有效宣传了
工会政策和服务， 有力地推进了
建会工作的开展。

“最后我们用 ‘微活动’ 展
现为职工服务内涵。”

徐靳说， 年内他们已经相继
组织并计划开展学习培训、 劳模
宣讲、 技能比武、 志愿公益、 参
观实践、 创业就业、 普法维权、

全民健身、 文艺娱乐、 婚恋交友
等10大品类主题活动。 同时， 尝
试将活动向未建会企业和筹备建
会企业职工适度开放， 通过活动
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感召
力。

“接下来， 我们将以创建星
级工会服务站为契机， 坚持工作
重心下沉， 服务窗口前移， 持续
开展 ‘非工作日职工文化活动’，
增加职工的参与度； 围绕我镇旅
游产业发展定位， 打造生态景区
中的工会服务站， 把工会活动引
入景区， 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同
时服务景区品牌推广、 服务区域
整体发展。” 徐靳激动地告诉记
者。

———记北京市慈善义工协会秘书长、 全国劳动模范陈志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