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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底，一个百无聊赖
的下午，有个叫易清的年轻人突

然敲响了家门。

彼时小佳慧只有 6岁，她如
今依稀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姐

姐特别好，还给了我好吃的”。易

清的出现就像一束光，她给小佳

慧带来的不仅是“好吃的”，还有

一个希望———父母归家的希望。

“候鸟小村”的淡水健康

易清的正式身份是世界环

保公益组织———保护国际基金

会的项目经理。其实，易清与马

影湖的缘分不仅来自保护国际

基金会的招募，背后更大的原因

则是一家总部位于 3000多公里
外的跨国企业———新加坡金鹰

集团。

金鹰集团管理着多家世界

领先的资源型制造企业，并于上

世纪 90年代进入了中国。2017
年，在公司庆祝成立五十周年之

际，将经营理念从“利民、利国、

利业”升级为“保护环境，为客户

创造价值，实现利民、利国、利

业”，并随后与全球一些组织联

合启动了一系列公益项目。在中

国，他们选择的合作伙伴正是保

护国际基金会。

对于金鹰集团来讲，选择

鄱阳湖可以说是顺理成章。鄱

阳湖所在的九江是金鹰集团旗

下纺织原料纤维素纤维制造

商———赛得利的重要生产基

地。因此，如果能直接造福于这

里的环境和人民当然是最好的

选择。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保护国

际基金会通过公开招聘选择了

易清，负责落地实施“鄱阳湖淡

水健康和湿地保护项目”。

初来乍到，在熟悉了一些基

本情况后，易清第一时间就选择

了拜访小佳慧的爷爷许小华。

“佳慧爷爷是马影湖樟树许

村的村长，还是这里的宗族事务

话事人，在当地可是响当当。”易

清笑着竖起了大拇指。

“怎么保护湿地我说不上，

搞淡水健康可明白，我说先把村

口风水塘问题给考虑一下吧。”

彼时的许小华告诉易清。

许小华口中的风水塘就坐

落在村口许家祠堂的对面，是村

里独一无二的地标。这个水塘是

整个村的“洗衣机”，甚至有些不

讲究的村民还在这里洗菜、淘

米。想要改变这种也许已经延续

了几代的社交生活习惯，绝不会

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为此，项目团队在开过几次

专题会后，邀请了武汉大学老师

前来调查、分析风水塘的使用情

况。不久之后，一个小鸟形状的

洗衣池在风水塘畔诞生了。

这个由专业人员设计的洗

衣池使用的是旁边一口老井的

清洁水源，冬暖夏凉。由于设计

巧妙，水流还可以在洗衣过程中

多次利用。同时，四个带有石制

搓板的洗衣位均匀分布在洗衣

池的周围，充分照顾了村民们的

社交需求，一边洗衣服一边聊天

轻松惬意。

小村庄，大样本

如果说在马影湖畔推进淡

水健康的难点在于内因，也就是

说需要改变一些传统的生活习

惯；那么，让这里的社区具备自

我造血功能的重点则是如何对

外因进行因势利导，即最巧妙地

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候鸟资源，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在易清来到樟树许村的第

二年，一座专门为落实该发展规

划打造的明星项目———“候鸟书

屋”正式落成，易清为它取名为

“雁回”。

“这个候鸟书屋的建设也得

感谢佳慧的爷爷，因为这是改造

的许家祖屋。”易清介绍说。在征

得许家同意后，团队邀请了专业

的室内设计师进行翻修设计，为

老屋赋予了图书馆、展览馆、教

室等多重功能。

很快，这个兼具社区公共空

间和自然教育基地功能的“候鸟

书屋”就吸引了众多来访者。由

于寓教于乐，来此开展湿地相关

自然教育和体验的人络绎不绝；

书屋还成为了附近三个自然村

50多个孩子最喜爱的图书馆，每
当学校放学，总能看到孩子们的

身影。

与此同时，易清还利用保护

国际基金会的影响力，在这里先

后开展了从鸟类识别、巡护到社

会组织机构管理等一系列面向

当地村民的培训，力求从意识形

态到专业技能全方位提升村民

的素质，配合观鸟社区的建设。

进入 2023年，随着旅游市场
的复苏，来樟树许村观鸟的人逐

渐增多。“我昨天又和儿子通了

电话，给他说了，到时候要是忙

不过来就让他们两口子都回来，

别在上海漂着了。”许小华说。

此时，正在一旁写作业的小

佳慧双肩微微一颤……窗外微风

吹过，鄱阳湖畔，正如易清为“候

鸟书屋”取的名字一样，惟愿“雁

回”时节，人亦团圆。 （高文兴）

公益资讯 INFOS

”
“雁回”候鸟书屋

6 月 8 日，由北京市委社会
工委市民政局指导，腾讯公益

慈善基金会和中国互联网公益

峰会支持，北京市慈善协会主

办的“多方助力·共创社区慈

善”北京慈善发展论坛·社区慈

善分论坛暨中国互联网峰会·

边会在京举行。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委员北

京市民政局副局长卢建、北京市

民政局慈善工作处处长韩磊、北

京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

设处副处长朱娟、北京市慈善协

会会长温庆云、清华大学公益慈

善研究院院长王名、民政部培训

中心副教授卢磊、中国社会工作

学会秘书长邹学银、中共北京市

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教授谈小

燕、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

院长蓝煜昕等嘉宾与政府主管

部门领导、北京市基层工作者代

表参加了论坛。

在“北京慈善发展论坛·社

区慈善分论坛”上，北京市民政

局副局长卢建在发言中表示，全

市社会慈善捐赠额连续三年超

过 100亿元，其中，2022年达到
130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十分
之一。三年疫情期间，全市用于

防疫抗疫的社会捐赠资金达

16.4亿元，物资达 4500余万件。
卢建介绍，从载体上看，截

止到今年 4月底，全市慈善组织
数量达 857家，其中基金会 814
家，基金会数量约占全国总量的

十二分之一，公益方向覆盖了慈

善法规定的所有公益

领域；市、区、街乡

（镇）、社区（村）四级

年度开展的慈善项目

总计近 1万个；有 35
个街道或乡镇成立了

慈善工作站，1000 余
个基层慈善捐赠站点

纵横交织。

此外，卢建表示，

北京市慈善信托也异

军突起，在全国处于

领先地位。目前，全市

已设立慈善信托 112
单，信托总规模达到

7.3亿元。近年来，北

京制定了全国首个实操性的“慈

善信托工作规范”，设立了全国

首个“双受托人信托”“类股权信

托”“银行积分信托”。当前，全市

共有 11 家国家认定的信托公
司，悉数参与了慈善信托的业务

开展。

北京市慈善协会会长温庆

云介绍，作为北京慈善发展论坛

中唯一一个分论坛，社区慈善分

论坛的举办承载了很多的话题

与使命。“党的二十大要求慈善

承担‘第三次分配’和构建‘基本

经济制度’职能，慈善与各行各

业、区域经济和意识形态相融

合，希望产生新的发展方式，成

为社会发展新的引擎。”“社区慈

善”是北京慈善系统组织深入调

查研究、资源摸底等工作后，结

合首都慈善事业发展实际情况

确定的。温庆云表示，“社区慈

善”可以扩大慈善宣传教育的活

动范围，更广泛地进行社会动

员，更好地树立北京慈善品牌，

这也是慈善组织与慈善社会资

源全面对接的好机会。

记者在会上获悉，今年 10
月，北京市计划继“9.5中华慈善

日”、“99 公益日”后，在 10 月
19-23日，举办腾讯公益北京社
区慈善专场。该专场活动是由北

京市民政局作为指导单位，北京

市慈善协会牵头，腾讯公益联动

北京市慈善组织、各区慈善协

会、企事业单位等共同参与的慈

善捐赠项目。

为更好地树立北京慈善品

牌，在北京专场活动中，市、区、

街、居都可推送慈善项目和活动

品牌参与公募，这些品牌项目会

形成“小项目系挂于大项目，大

项目系挂于品牌项目，品牌项目

作支撑”的大型多维项目树，提

高北京慈善产品知晓率，更好地

动员社会爱心力量参与筹募，为

社区居民服务。

借助腾讯专场活动的配捐

机制，北京专场还将进一步激发

社区筹募的积极性。腾讯公益将

给予北京专场占筹募总额约

20%、预计总额达 1000万元的配
捐款，配捐制度可更好地调动社

会捐款的积极性，解决慈善项目

资金短缺的困难，让慈善组织获

得一次参与筹募、项目效益倍增

的机会。 （李庆）

北京社会慈善捐赠额连续三年超百亿元

远山晚霞铺满天际，一群飞鸟掠过梦幻花海……作为

鄱阳湖地区候鸟迁徙的第一站，马影湖美得仿佛仙

境落到了人间。

这一切对9岁半的许佳慧来说，早就习以为常。事实上，

小佳慧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站在马影湖边的滩涂上眺望遥远

的东方。马影湖往东600多公里处，正是繁华的大都市———

上海，那里有她魂牵梦萦的爸爸和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