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1月25日 星期一编辑：郝洋 校对：杜晶华 组版：寇樱子
洛阳·深读 09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相关链接▶▶

今年 7 月 24 日，民政部下发
《关于创新慈善超市建设的指导意
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民政部门
逐步从慈善超市运营工作的全包
全揽中退出，由直接管理变为行政
监督，以社会化管理和运营为发展
方向，鼓励社会组织或企业来运行
慈善超市。

目前，我市慈善超市基本上仍
由政府部门主导，给特殊困难群体
发放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属于
定时、定量救助。然而，这种模式
弊端明显：单一的政府投入力量薄
弱，况且缺乏人力组织活动，不能
保证慈善超市的正常运转。

王海健表示，我市慈善超市运
营还处于初级阶段，市民政部门正
在探索新模式，期待给慈善超市带

来新的活力。近日，市民政局已组
织人员去荥阳学习先进经验，逐步
推动各类社会力量和政府合作。

距离洛阳不远的荥阳市，总面
积有908平方公里，总人口仅有65
万，却涌现了多家慈善超市。其主
要运营模式为：社会爱心企业办超
市，为低保户、残疾人、五保户和孤
儿办理优惠卡，凭着优惠卡，在结
账时可以享受九折优惠（每人每月
限额 200 元），企业让利或保本经
营，实现可持续发展。

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院长刘
玉来认为，慈善超市处于政府、社
会和市场这个三角里的中间地带，
功能上和一般的超市有本质区别。
在物资募集、经营管理方面，慈善超
市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专业性人员

欠缺，要把扩大扶贫效用和保证正
常经营的两种人才结合在一起才
行。

市慈善总会副会长郝春苑认
为，慈善超市要实现“自我造血”，
需要联合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一
起在政府的指导下共同运作，才能
做到真正的扶贫救助。

例如，宁夏“燕宝爱心慈善超
市胜利街店”采用了一种慈善新
模式。相对于单一的政府投入，
该慈善超市与宁夏最大的慈善基
金会——燕宝慈善基金会合作，
由民政部门提供免费的运营地
点，基金会聘请专业团队管理超
市，推出了社会公益组织运营模
式。所得利润除了反哺超市自身
运营外，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

新安南李村②

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

南李村镇江村：
昔挖煤致富 今走生态路慈慈善超市善超市

须众人拾柴须众人拾柴 燃爱心火焰燃爱心火焰

自 2005 年全市首家慈善超市落
户涧西后，2011 年 6 月，我市城市区
又新增7家慈善超市。然而记者近日
走访发现，除洛龙区和涧西区的慈善
超市发展良好外，瀍河回族区的经营
惨淡，其余几家已不复存在。

我市慈善超市发展遇到了哪些瓶
颈？这项惠民、利民的爱心工程如何
更好地发展下去？

“我一个人带孩子生活，比较艰难。这两年每年
冬天都能在这领到棉被、米、面、油以及孩子的学习
用品，帮我减轻了生活负担。”近日，在涧西区慈善超
市领取棉被的单亲妈妈赵女士如是说。

赵女士说，她一年能从社区领四次爱心卡，凭此
卡可免费在慈善超市领东西。另外，逢年过节，社区
工作人员还会送给她一些生活用品。

该慈善超市负责人彭志霞介绍，武汉路社区慈
善超市成立于2005年年初，当时不少辖区热心居民
将家中闲置不用的物品捐赠到超市，由社区清洗消
毒后摆上货架，提供给困难群众。

2011年6月，在市民政局的支持下，该超市升级
为涧西区慈善超市。成立以来，该超市共接收捐助
物品9140余件，救助困难群众2620人次，通过慈善
超市为患重病群众捐款4700余元。

记者又走访了我市其他几家慈善超市。原位于
洛龙区英才社区的洛龙区慈善超市运营良好，受到
市民广泛好评，但因房租到期，即将搬至关林。目前
新店正在装修，预计年底运营。

原位于九都路春蕾大厦的市慈善超市，已随市
慈善总会搬迁至金谷园路滨河大厦6楼。

瀍河回族区慈善超市位于启明北路，记者赶到
时发现大门紧闭，门口张贴的公告显示，开放时间为
每周二、周五下午和周日全天。但周围居民反映该
超市开门次数很少，记者多次拨打联系电话也无人
接听。

此外，西工区、老城区、高新区和吉利区的慈善
超市皆因房租到期的问题，如今已不复存在。

一项帮扶困难群众的爱心工
程为何会“虎头蛇尾”？市民政
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科长王海健分析，目前阻碍我市
慈善超市发展的原因有以下几
方面：

■一是人手不足
我市原有的慈善超市都是在

各区民政部门的主导下运营，从租
房到组织货源、搬运，从管理到分发，
繁重的任务使从民政部门借调的少
量工作人员吃不消，而由于超市工作
费时费力，志愿者难招。

■二是场地难找
我市西工区、老城区、高新区

和吉利区多家慈善超市皆因房租
到期而停止运营，寻找新的场地却
因种种问题一再搁浅。

■三是经营模式单一，“造血”
功能不足

洛龙区慈善超市是我市慈善
超市中唯一赢利的。其运营模式

为：超市内设平价区和免费区，平
价区商品和其他超市一样正常出
售，获取的利润用来支撑免费区
物品收集、消毒、整理上柜、发放
等成本。为更合理地利用捐赠资
源，该超市每月发给辖区内困难
家庭一张或几张面值 50 元的爱
心卡，这些家庭可持卡领取所需
物品。

涧西区慈善超市内物品由爱
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赠，物品种类
齐全，超市内商品不对外出售，困
难家庭可凭爱心卡来领取。因为
长期坚持，该超市人员、物资到位，
运营情况较好。

原西工区、瀍河回族区、高新
区和吉利区的慈善超市则分为
免费发放区、低价区和交换空间
三个部分。低价区有日常用品、
食品等，价格均比市场价格低得
多，小件日化商品，在批发价的
基础上仅加了 0.1 元至 0.5 元出

售，保证低收入家庭得到实惠；
免费发放区有七八成新的衣物，
困难群众可持相关证件领取；交
换空间专供不同需要的居民相
互交换物品。

■四是捐赠与受赠期望不对
等

在慈善超市，市民捐赠的大多
是旧衣物，而这些物品并不是困难
家庭急需的，他们最需要的是米、
面、油等生活必需品。市慈善超市
一些志愿者反映，来捐助衣物的人
不少，但来领的人不多，有时候进
城务工人员会领两件，但长期堆积
在超市里也不是办法，只好打包送
给山区困难群众。

王海健坦言，慈善超市如果不
赢利，则无法从根本上维持自身生
存，仅靠政府出资运营还远远不
够。慈善超市要想更好地发展，必
须借助社会力量，盘活超市，从而
惠及更多人群。

慈善超市起源于美国，居民
捐物凭收据可享受免税政策，也
可在慈善超市低价购物。慈善超
市解决了捐赠物资的整理、清洗、
维修、储藏、发放等成本开支和场
地问题，不仅可以消化费用开支，
还可以赚取利润来筹集扶贫济困

资金。其“前店后厂”的模式，可
以安置很多下岗人员和残疾人就
业，并可使一些不太宽裕的居民
获得低廉的生活日用品。

2003 年 5 月，我国第一家慈
善超市在上海开业，2004年5月，
国家民政部签发了《关于在大中

城市推广建立“慈善超市”的通
知》。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已建
立慈善超市9053家，慈善超市在
中国落地的10个年头里，普遍存
在定性定位模糊、募集能力弱、运
行成本高、经营能力低等问题。

（书香）

【现状】
部分慈善超市已不复存在

【瓶颈】四大原因令慈善超市发展遇阻

【出路】实现“自我造血”，须社会力量“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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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来到新安县南李村镇。从镇政府出发，向东
约1公里，就到了江村。

江村始建于元末

江村之名是否与姓氏有关？该村党支部书记江荣克
说，江村共有姓氏15个，其中江姓村民人数最多，共有150
户，此外还有高、宋、李、杨、翟、光、王等姓氏。

江村历史悠久。根据《江姓家谱诸序》记载，早在元朝
末年，江氏家族的将军奉旨西征，最终得功而归。荣获嘉奖
后，江氏一族迁到新址，选择新安县以南15公里的地方居
住，即现在江村所在地，并以江将军的姓氏作为村名，江村
之名由此而来。因此，江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元朝末年。

“在江村发展的悠久历史中，遗留下来不少名胜古迹。”
江村党支部副书记江大万说，江村在元朝末年建村时，附近
有几个大寺院，如冬寒院、西寒院、北寺院、龙眼寺等，如今，
大部分寺院已不存在，唯一存留至今的是龙眼寺。相传，江
村一带散布着五六个泉眼，甘甜的泉水从这些泉眼中冒出，
顺着山涧静静流动，汇成溪水，供村民生活饮用。在这些泉
眼中，龙眼寺旁的泉眼最为出名。据说，此泉眼的形状犹如
龙眼，喝了此泉眼冒出的水，便可健康长寿。因此，每逢黄
道吉日，不少附近村民会带着盛水容器前来求水。

昔日土房今小楼

江村坐落于青龙山之南麓，总面积2.08平方公里，全村
辖江村、高村、南青石岭等3个自然村，共有村民414户。磁
河由西向东穿村流过，铁磁公路从村北穿过。

“如今我们住的这些二层楼房都是新建的，与老村有很
大差别。”江荣克说，原来的江村村民住得较分散，2007年
开始全村搬迁，大家盖起二层小楼，集中居住。

在江村老村旧址，土屋零散分布，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
损坏，有的房顶已塌陷，院子被断壁残垣覆盖。

在一间保存较好的土房里，主屋的面积约有 80 平方
米，院子中有多间厢房，院子内的楼梯用砖块砌成，每块砖
长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10厘米；楼梯侧面特意建
造成拱门状，并用碎石摆出精美造型。

“这可是那个时代的‘豪宅’。”江荣克说，这间房子历史
悠久，大约建于明末清初，主人是当时村里的大户。

走上生态农业路

江村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在20世纪90年代，江村
村民利用村里的资源优势，开建煤矿，大大小小的煤矿陆续
出现。“当时，大部分村民都到矿上打工，经济收入不错。”江
大万说。

后来，江村人意识到一味挖煤不是长久之计，需要可
持续发展。2008 年，江村开始发展养殖业，主要养殖鸡、
猪。由村民合作建成的凤凰山养鸡场是江村养殖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该养殖场占地30多亩，年出栏量约40万只。

2011年，江村响应国家有关整合煤矿的政策号召，主
动关停了高能耗煤矿，转为发展生态农业园。记者在该村
生态园看到，1米高的核桃树苗刚种下不久，核桃树下种植
有板蓝根等药材，山间建成的人工湖碧波荡漾。

江大万说，该生态农业园规划占地面积1万亩，其中耕
地面积5100多亩，荒山林地4900多亩，土地流转涉及4个
行政村，计划投资3亿元，是一个集生态旅游、休闲娱乐、观
光度假等于一体的农林水生态园。

“生态农业园北临磁河，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为发展
生态农业提供良好条件。”江大万说，截至目前，该生态农业
园内已种植核桃3000亩，林药间作1500亩，高产红薯150
亩，蔬菜100亩，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本报记者 赵佳 王蕾 文/图

江村有不少散落的古碑

一项帮扶困难群众的爱心工程，如今却因为人员缺乏、
经营模式单一、资金投入有限等问题而导致运营困难

一困难群众到涧西区慈善超市领取生活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