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读者在和乐图书馆里阅读。

志愿者在工作坊讨论，工作活动就在这样的讨论中成型，并逐步铺开。

志愿者自主策划活动 成为社区阅读推广的中坚力量

和乐图书馆举办的各种阅读活动深受孩子们欢迎。

打造社区“和乐图书馆” 一年间举办阅读活动72场

总第161 期

慈善周刊 让慈善成为生活一部分
佛山+APP

2024年4月2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徐冠昊 版式:李佳彬 林春梅 校对:康建坤A8

爱心捐赠
户名:佛山市顺德区慈善会
顺德农商银行账号:
13138900000342
中国农业银行账号:
44467001040023396
爱心热线:
22222323
微信捐赠：
关注“慈善顺德”微信公众号

珠江商报讯 记者莫胜娜报道：
近日，“爱音有您 善行音乐会”在
顺德举办，音乐会在宣传慈善公益
项目的同时，筹得善款8855.7元。
值得关注的是，通过音乐会这种喜
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慈善筹款在顺德
已经越来越常见。

“爱音有您 善行音乐会”由南
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佛山市顺德
区德威慈善基金会、顺德区威权康
复服务中心、顺德区星宇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联合举办，邀请善行音乐
人准备音乐盛宴并筹集善款，以及
宣传“患者增能百宝箱”小程序，
音乐会上同时还对一批热心人士、
商家和志愿者进行了表彰。

项目围绕宣传集善之家困境患
者支持计划项目及“患者增能百宝
箱”小程序的目标而开展，在邀请
顺德hi歌会9位歌手、均安流行音
乐协会、12℃乐队为活动倾情演出
的同时，主持人还跟随歌曲分享医
务服务故事，让现场观众走近医疗
慈善，并增进对三危困境患者（指
医院内的三无患者、危重患者和急
困患者）群体的了解。

音乐会筹备方相关负责人介
绍，活动希望通过“音乐体验+草
地聚餐+慈善筹款+服务故事”四个
元素的融合，以出售门票的形式为顺德区内的三
危困境患者筹集善款，用于支持这个群体日常慰
问、应急物资购买、护理费、餐费等。活动最终
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共售出门票86张，筹集善款
8855.7元，而前来参与者多达200人，现场气氛
活跃。

音乐在社会大众中普遍受欢迎，而通过社区
音乐会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慈善公益宣
传及慈善公益筹款在顺德变得越来越常见。

去年，启创社工就举办了一个“我们都是歌
颂者”喜乐共融音乐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音乐
会，一方面为残障学员提供展示的平台，宣传残
健共融理念；一方面开拓筹款渠道，呼吁更多人
关注残障人士的生活。”启创社工郑姑娘说。

事实上，该场音乐会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启创社工“喜乐共融”项目的学员们组成乐队纷
纷走上舞台，向市民展示自己的才艺，吸引不少
市民前来参加，筹得善款1179元，将用于开展残
障人士的音乐课程，让他们得到音乐技能的提
升，增加与社会的交流融合。

早在2022年9月中下旬，顺德“慈链公益”
平台也在北滘文化中心音乐厅举办“链善同行·
慈善音乐会”，15个节目为15个暖心慈善项目实
时筹款，共吸引 1683 人参与捐款，募得善款
287234.23元。

“我参加过这些音乐会，发现很多市民都带着
家人一起参加，气氛融洽又热闹。”顺德区慈善组
织联合会工作人员夏杰彬评价道，这种音乐会既
能满足大家对慈善参与的热情，又能满足大家的
精神文化需求，不失为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慈善
参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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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的私塾年久失修，老先生
已故去，很多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
乡去到外地学习，甚是不便。”“这
样下去可不行呀，生为羊额人，我
要为家乡做些事情。”宋朝淳祐年
间，羊额先贤卢沧毅然辞官，回乡
办起了书院。

这是“书香传悦，德馨羊额”
羊额书院重塑计划中，青少年戏剧
《羊额书院的由来》里呈现出来的内
容。舞台上，小演员们穿上了表演
服饰，将伦教羊额书院建设过程通
过丝丝入扣的表演，向观众娓娓道
来。近期，你如果来到羊额村，就
有机会欣赏到这场精彩的表演。

戏剧的创作及排演由负责羊额
书院重塑计划的社工及针对项目培
育的羊额书院文化保育青年团完
成。“前期，我们通过翻阅县志、卢
氏族谱，与宗亲交流，查阅公开报
道等方式，将羊额书院的建设历史
梳理了出来。”项目负责人何姑娘
说，接下来他们邀请了有青少年戏
剧创作经验的社工根据史料撰写了
剧本，再从羊额书院文化保育青年
团中挑选合适的演员进行排练，从
剧本创作到戏剧成型，共花了5个
月的时间。

羊额书院是顺德最早的书院之
一，也是伦教文脉的起源。在这里
走出了顺德历史上第一位状元——
熹涌人张镇孙。之后数百年间，伦
教有34人考取进士，近300人考取举人。仅在清
代，羊额村就出了14名文武进士。

为了铭记历史，赓续文脉，去年7月，羊额
村委会联合顺德区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申报
了“书香传悦，德馨羊额”羊额书院重塑计划项
目。在2023年顺德区社会治理“众创共善”计划

“同行善·慈善服务”板块的支持下，项目以“羊
额书院”为核心，串联村内丰富的“非遗”文
化，通过空间打造、文旅开发的方式传承、活
化、推广羊额文化，提高村民认同感，引领村民
参与羊额建设，共谋社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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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容桂桂洲社区，有这样一间房子，墙上画有蓝天白云、帆船大海、高山梯田，童趣十足，色彩斑斓。而墙上“和乐阅
读”四个字及房间内一排排的书架告诉你，这里是一间图书馆。

2021年9月，容桂街道志愿者（义务工作者）联合会（以下简称容桂志联会）在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桂洲社区
等多方的支持下，启动了“和乐阅读”志愿者培育计划，盘活闲置空间筹建“和乐图书馆”，在社区开展阅读推广服务。

“三年来，我们始终以一个坚定的信念，围绕‘一起做阅读推广人’的目标，通过制定规则、专项培育、开发岗位来开
展活动。”容桂志联会理事区敏莹说。目前该项目已经建成两个“和乐图书馆”，藏书量从最初的800册增加到如今的6039
册，项目两次入围顺德区“耕善计划”卓越服务项目，还获评顺德区优秀志愿项目。

让阅读在社区开花
容桂志联会“和乐阅读”志愿者培育计划推进3年多，已筹建起两间

社区图书馆

一个项目成功的背后，更多的
是在看不见的地方的辛勤付出与摸
索前行。

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少

居民知晓位于桂洲社区内街里文明
实践中心二楼的这一方小天地，来
的人不多。项目组成员能做的，就只
有坚守，并默默宣传推广。

2021年12月，天气特别寒冷，
并伴随着连绵的阴雨，虽然预料天
气不佳，图书馆也应该没什么读者
了，但项目组依然保持“和乐图书
馆”日常的正常开门，并把工作照片
发到家长群。渐渐地，越来越多居民
知道了图书馆的存在，这个图书馆
也开始成为社区儿童周末和节假日
的好去处。

而这个对于提升社区文化氛围、
活跃社区文化生活极具意义的项目，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社会资源的支持。
2021~2023年，容桂街道桂洲社区、
容边社区为项目提供免费场地支持，
德胜基金会“和美社区计划”出资
20.6万元支持项目的开展；2021~
2024年，广州满天星公益为项目免
费提供借阅系统支持，捐赠图书500
本，并提供培训课程；2023年，桂洲
社区继续向项目支持价值约4000元
的活动物资和暑期培训班费用
10000元，志愿者也捐赠现金6300
元和价值约1300元的物资。

“但是项目依然需要资金支持。”
区敏莹说，项目的所有活动都是公益
免费的，考虑到健康和安全问题，选

取的物料都经过严格筛选，资金投入
比较大。况且经过三年的运营，图书
馆里的部分设施已经开始陈旧、破
损，图书也需要持续更新，这些都是
项目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为了推动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今年年初，项目组试探性地在“慈链
公益”上上线了筹款项目，筹款目标
3.25万元，希望通过民间力量筹集
善款为项目补充资金，同时完善或
更新图书馆里的书架和桌椅，为社
区读者提供更优质的阅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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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顺德，开展社区阅读的设施
并不缺，不少社区都有自己的社区
图书馆，但也有部分社区图书馆存
在存书老旧、缺乏专人打理、时常

“大门紧闭”等情况，“三年前我们
在桂洲社区发现当地图书馆的时
候，它正处于这样的状态。”区敏
莹说。

当时，容桂志联会刚好参与了
千禾基金会“城市支教”的培训，并
面向市民开展了6场绘本阅读分享
会，活动获得了孩子和家长们的认
可，志愿者们备受鼓舞，士气高昂。
自然而然地，容桂志联会不禁考虑，
能否利用已有经验，把社区图书馆
盘活起来，让阅读在社区开花？

说干就干，容桂志联会争取到
桂洲社区提供的场室支持，又争取
了德胜基金会的资金支持，终于在
容桂团工委的指导下，在桂洲社区
筹建起第一间“和乐图书馆”。图
书馆恒常开放，可提供图书借读服
务、开展儿童阅读推广活动。

“你问我出生前在做什么？我
答：‘我在天上挑妈妈’。”在项目
团队举办的一场绘本分享会活动
中，专业老师带领亲子家庭读绘

本、互动交流、自由创作等，25
个亲子家庭参与其中，收获了满满
的喜悦与感动。事实上，这样的活
动光是在2023年就开展了72场，
广受社区居民欢迎。

在阅读推广方面，“我们花了
大量心思进行儿童阅读推广。”区
敏莹说，达成目标的方式有三：营
造有利于阅读的环境，打造从儿童
友好视觉出发的“和乐图书馆”；

提供优质的阅读资源，让社区儿童
更容易触达优质阅读资源；引入丰
富多样的阅读活动，鼓励儿童表达
阅读所获。

绘本分享只是多样的阅读活动
的其中一种，除了绘本故事会，项
目还策划了手工课、绿植培养、粤
语推广等活动，并引入文学社、集
邮协会的课程，大大丰富了图书馆
的内涵。

成长的故事也在这之间悄然发
生。一年级的阿凯是一名内向的孩
子，参加了几场活动后，他的手工
天赋被发现并得以展现，后来的他
变得活跃，乐于分享，还成为了一
名图书馆志愿者。而项目组更是惊
喜地发现，不少原来选择在外面旁
听的家长，慢慢地也开始主动陪伴
孩子一同参与阅读活动，良好的阅
读习惯潜移默化地在社区扩散。

桂洲社区阅读推广的成功，让
社区阅读得以向更多社区推广。去
年3月，容桂容边社区和乐图书馆
揭牌对外运营，让项目的社区图书
馆增至2家。而容边社区和乐图书
馆将延续桂洲和乐图书馆的做法，
让阅读在社区开花。

“前几期粤语推广课效果不错，
这个季度我们可以继续做。”“对，尤
其是现在好多小朋友对于一些粤语
称呼已经不知其意了，我们可以专
门做一期内容。”“那什么形式合适
呢？”……这是“和乐阅读”志愿者最
近开展工作坊讨论的情形。经过一
番讨论，项目组确定于6月以情景
模拟的形式开展一场粤语推广活
动，目前该活动已经写进季度工作
坊计划，并全部由志愿者完成。

对于“和乐阅读”志愿者培育
计划来说，社区阅读是核心灵魂，
却并非全部的内容。项目刚开始其
实是容桂志联会在社区营造方面的
探索，区敏莹介绍，他们希望通过
优质服务，吸引街坊、家长加入，
再经由培训，壮大志愿者队伍，让
骨干志愿者独当一面，参与组织、
策划活动，最终有能力参与到基层
社会治理中去，解决更多社区问
题，实现“自己家园自己管”。

在完整的培训体系基础上，

2023年开始，项目引入了工作坊
管理方式，志愿者根据自己的特
长，自主设计活动。设计好的活动
由志愿者担任发起人，召集其他对
活动有兴趣、有想法的志愿者加
入，排班认领任务。一个季度的工
作活动就在一群热心志愿者的安排
组织中成型，并逐步铺开。

“每个季度我们都会组织工作
复盘，保留成熟活动，开发新活
动。”区敏莹说，志愿者既是某个
组的组长，也是另外一个组的组
员，大家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特
长，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成长。

受到这种积极氛围的感染，越
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开始加入这支队
伍，“和乐阅读”团队刚开始只有
12个人，到2022年增加了88名志
愿者，到了2023年，志愿者已经
达到209人。2023年的72场活动
正是在这些志愿者的积极参与和配
合中得以顺利开展，而参与其中的
志愿者达到2022人次，服务对象 达到6424人次，成为社区阅读推 广过程中一支中坚力量。

上线“慈链公益”公开筹款 希望完善社区图书馆设施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