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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大合唱”

无锡无锡1010余天募得善款半个亿余天募得善款半个亿
9月10日凌晨，随着2023

年“99公益日”收官，各项数据

陆续出炉。据初步统计，仅无

锡市慈善总会从8月29日到9

月9日，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的

募款就达到4847.7万元，捐款

人数为29.5万人次。如果再

加上其他一些公益的项目，无

锡募得善款不会低于5000万

元，无论是筹集金额还是参与

人数，都再创新高。

组团参加“公益大合唱”

从8月底到9月10日，无锡各
类公益慈善活动此起彼伏。腾讯公
益的江苏专场、中华慈善日、99公益
日，活动一个连着一个。今年，锡城
的公益活动相当多，形成了“公益大
合唱”。不少企业纷纷出钱、出物、
出力。比如，村田智造园在“慈善嘉
年华”活动中捐赠了价值85万元的
物资，爸爸糖手工吐司向我市养老
机构捐赠价值1万元的手工吐司。
来自科瑞达的老总陈宏伟和员工义
卖公司的功能饮料，所得款项均直
接进入到相关慈善项目。

“我们提供了免费的晚会场地，
捐款购买了舞台设备，赞助了节
目”，九里仓集团总裁李南伦表示，
还动员了街区所有商户一起捐款，
为公益慈善事业尽一份力。

在市残联的募资现场，来自华
昕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的团委书记陈
晓光表示，10年前，他们就成立了一
个爱心账户，账户里的钱用于资助
贫困残疾学生。本次他们动用爱心
账户，采购了一批残友的手工制品，
用于现场义卖，还有14名员工作为
志愿者，维护秩序。

来自邻里协会的李星野表示，
2008 年，他作为志愿者去过汶川
后，深感互助的重要性。回锡后，他
成立团队，每个周六都会常态化在
锡城各个社区服务居民，解决邻里
纠纷。这一次，他带着矿泉水和员
工一起设摊义卖。九三学社的义卖
摊位上，工作人员顾蕙介绍，许多品
相很棒的童书，都是捐来的。“图书
自选，扫码捐款，金额自定”，现场的
宽松氛围让不少爱书市民驻足。留
一份书香，也奉献一份爱心。

地铁集团也为慈善募资提供了
连续三天的免费场地。无锡市母婴
服务行业协会拿出了产妇专用的
牙刷和牙膏、被子固定器、洗衣液、
纸巾湿巾和各种箱包等义卖，甚至
还可以在现场体验自制手工皂的
过程。

无锡市慈善总会今年推出了
10多个项目放在线上，携手无锡
八大板块，开启“慈善一日捐”等
不同的项目，形成便捷的线上指
尖场景，方便市民滑动手指就能
做公益。其中特殊群体免费理
发、爱心环卫驿站、爱心营养午
餐、守护大病困境人群等项目，均
关注到了特殊人群，方便市民为
各自感兴趣的项目捐款。从8月
29日到9月9日，市慈善总会在
腾讯公益平台上的募款就达到
4847.7万元，捐款人数为29.5万
人次。

无锡市残联则依托江苏省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在线上推出助
残帮困、残疾人就业、关爱童享项
目，筹集各类资金619.94万元。
无锡市红十字会推出“锡心守护
救在身边”“博爱光明行”等9个
项目，打造固定和流动救护阵地、
为困难弱势群体进行人道救助和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共募资169
万余元。

除了线上渠道外，今年线下
渠道的募资场景也特别丰富。9
月7日，无锡市残联在九里仓举
办晚会，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
捐一元可获得一个质地超好的指

甲剪，每个人都能在这里觅得自
己的公益奖赏。9月8日，在国联
和朗诗芳华居，残联有两场分会
场活动，这些活动聚拢了人气。
锡山区临溪关爱帮扶中心的徐南
方介绍，他们接连四年通过“99
公益日”在网上帮孩子们募资康
复，开展活动，已连续帮扶了百余
名孩子。

8月底至9月10日，“阳光下
的善行”无锡慈善嘉年华分别在
三阳广场地铁站和清名桥广场举
行。活动中，非遗爱好者在团扇
上即兴作画写诗，志愿者吴国亚
为捐赠者量身定制的姓名藏头诗
尤其受欢迎。市民邵女士开始是
被团扇的画面所吸引，当得知志
愿者是为特殊群体免费理发项目
捐款而来，当即捐了100元。

在清名桥广场上，无声直播
间里的听障人士姚波和梁溪区肢
残协会的倪清蒨正对着手机进行
直播。义卖的钩针、香囊等手工
制品，附上了制作者的名字。他
们带来“听见爱”饮品小铺的产
品，配方由他们自己研发，受到了
市民的欢迎。公益理发师们免费
给路人理发，各种各样的场景让
人觉得，公益趣味十足。

在这一系列的公益活动中，
记者观察到，不管是长者，还是
年轻人，都愿意捐一笔。大家为
何而捐？市民于燕表示，有时会
在路边遇到跪地求助的病人，往
往不知道真相是否如此，或者凭
个人之力捐上10元、20元无法
解决对方的问题。而公益项目
有专业的人员核实情况，并聚集
很多人的力量帮对方完成一次
手术，解决病痛，比个人行为更
有力量。

残友沈秋萍和伙伴们在公
益晚会上深情演唱了《团圆》，正
是有了好心人的支持，他们可以
接受专业的培训。从足不出户
到外出表演，他们找到了自信，
也向社会回馈了欢乐。当资助
者听到她的歌声，怎么不为自
己昔日的捐赠而暗自高兴呢。
肢残人士傅卫不仅向某个公益
项目捐赠了2000元，还组队一

起做好事。“获得过外界很多帮
助，才成就了今天的我”，在傅
卫看来，付出多一点，好运也会
多一点。

这几年的公益捐赠，都会生
成证书，无论是转发朋友圈，还
是留存相册，也是一种正向的回
馈。在灵山基金会秘书长李秋
瑾看来，捐赠习惯也需要慢慢培
养，不仅需要公益日这段时间的
捐赠，同时也要形成细水长流的
格局。像今年腾讯将用于全年
日常资助的金额从5000万元提
高到了5500万元，也在引导公益
机构将更多注意力聚焦于日常
运营，着意淡化节日仪式感的特
定作用。未来，筹资方通过日常
项目进展推送的方式，让捐助者
知道自己的钱花在了哪里，会让
更多人参与公益活动。

（晚报记者 黄孝萍 见习记者
周雨若/文 还月亮/摄）

理念碰撞，乐捐、乐助习惯养成中

线上和线下，多种场景让活动变得便捷有趣

无锡文化艺术学校的学生表演快闪
无锡文化艺术学校的学生表演快闪““小红花小红花””，，为公益助力为公益助力。。

残友沈秋萍在台上唱起残友沈秋萍在台上唱起《《团圆团圆》，》，
义演回馈社会义演回馈社会。。

市民打卡公益微笑墙市民打卡公益微笑墙。。

““慈善嘉年华慈善嘉年华””现场的义诊活动现场的义诊活动。。

公益义卖公益义卖。。

清名桥广场上的游客通过消费捐支持公益清名桥广场上的游客通过消费捐支持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