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公益组织的普遍困惑：

缺“身份”缺专业缺规模缺钱
他们异常活跃却又举步维艰。
他们的资金从哪里来？
他们为何迟迟难以得到应有的名分？
他们的工作人员是拿着工资，还是凭着激情？

“哎，甭提了，倒霉呗，你说现在走路怎么

就这么难呢？ ”在今年3月3日的“爱耳日”上，

我省两位小朋友作为全国聋儿语训的杰出代

表，受邀参加中国残联爱耳日音乐会的演出，

他们表演的相声《交通安全》，作为全场唯一一

个语言类节目，备受关注。

但谁也不会想到，几年前，这两个孩子既

不会听，也不会说。一个叫左胜永，今年5岁

半，一个叫张博闻，4岁半。

左胜永的妈妈告诉记者，在孩子两岁的

时候，才发现他对外界的声音反应很迟钝，

也不会说话。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是听力

有问题。后来，孩子接受了手术，安装了人

工耳蜗。手术后，他们在锦雯言语康复中心

接受言语康复训练。

“康复一个孩子，拯救一个家庭！”锦雯

的创办人沙沙说，这句宣传语绝不是单纯的

口号。

沙沙是东北人，2002年她来到合肥从事助

听器验配的工作，她的客人很特殊——一群先

天性听力障碍的儿童，她帮这些孩子选择和调

试合适的助听器或者耳蜗。工作中，她遇到不

少听障儿童虽然戴了助听器或者植入了耳蜗，

但是由于言语康复训练没有起到良好的效果，

听力障碍伴随孩子的一生。

“孩子接受言语康复的最佳时间是 0~6

岁，错过了将带来终身的影响。”2007年初，沙

沙开始大胆地创办言语康复中心，并命名为锦

雯言语康复中心。“来这里的孩子，80%都是先

天性的听力障碍，90%以上都有康复希望。我

们要保证孩子一到三年内都可以正常上学。”

沙沙说，锦雯从创办初期的一个老师、一

个学生、80平方米的自家用房，到现在拥有15

名特教院校毕业的全职教师、4名家长保育员、

60余名来自省内外的在训听障儿，逐步走上了

发展的正轨。

但是同所有公益组织一样，资金紧缺是最

大的难题。

“为了节省开支，孩子们现在的生活阿姨

都是由家长来担当。”对于沙沙来说，目前急需

社会力量的融入，这不仅能给她带来动力，也

能让更多的听障孩子接受言语康复。

24岁的刘珊珊和他的男友胡云龙是

芜湖市一家装饰公司的员工。两年前刘

珊珊从芜湖的一所高校毕业时，她注意

到网络上有网友在呼吁抢救被虐待的小

猫小狗。

刘珊珊从小就非常喜欢动物，看不得

小动物受到伤害。她注册了一个QQ群，

并号召网友们加入进来。

陆陆续续，有十多个人加入进来，网友

们互不相识，在QQ群里交换信息，并不时

提供一些线索：哪里有猫狗被虐待，哪里有

流浪的动物。

两年过去了，刘珊珊营救过多只猫狗，

QQ群名称也改为了芜湖动物保护协会。

在刘珊珊的家里，她和男友收养了六

只狗一只猫，这些小动物一个月就要花费

2000多块钱，尽管经济上有压力，但刘珊

珊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现在，只要成员们发现了流浪的猫狗，

最先会送到刘珊珊这里。经检查，有疾病

的先送往宠物医院治疗，没有疾病的就在

网上发布收养信息。

刘珊珊已经准备成立实体的协会，向

成员们每人每月收取30块钱的会费。

刘珊珊说：“力量很小，我们现在成员

虽然有近一百人，真正做实事的人很少，我

多次都想解散掉，但想想时间那么长了，最

终还是没解散。”

日前，记者从省民政厅民间管理局获

悉，截至2011年底，全省各级社会团体共

10500个，会员总数达到1193万人。这其

中又有多少是公益组织呢？

一家专门与民间公益组织打交道，名

为“益和”的公益服务组织，对此进行了一

次调研。

“发展较成型的组织数量很少，由QQ

群或论坛形成的志愿者组织较多。目前较

成型的组织有50多家，松散或半松散的志

愿者组织约40多家。”益和执行主任蒋倩

告诉记者，事实上，本土不断涌现新生的公

益组织，很多逐渐陷入“一个人”或“半死不

活”或“死火山”状态。

蒋倩还介绍，现有的民间公益组织涉

及的领域和类型，包括助残、环保、儿童教

育、妇女保护、社区服务、艾滋病防治、义工

类等。从发展程度上看，有专业化程度较

高的公益机构，也有由草根自发形成的比

较松散的义工类组织。其中，义工类组织

比重较大，占到45%。比重最小的就是防

艾，只占2%。

“截至 2011 年 12 月，有 33%的组织

仍未以任何方式进行注册，7%的组织是

以工商形式注册，47%的组织在民政部门

正式登记注册。此外，还有 11%的组织

是以挂靠的形式存在。”蒋倩介绍说，据

他们调查，2011年度，安徽样本组织平均

总支出规模为13.29 万元，比起全国样本

组织平均总支出规模少了48万元，其中，

62%的组织支出规模在0~5万间，15%的

组织在 5~10 万间，最少为 0.06 万，最多

为80万。

“安徽民间公益组织最主要的资金来

源，是‘个人’和‘企业’，两者所占比例分别

是 36%和 22%，而大陆本土基金会仅占

8%，境外机构的资助比例仅为9%。”蒋倩

说，正因为渠道狭窄，所以几乎所有公益组

织都面临资金紧缺的问题。

“安徽民间公益组织未来前景很大，但

是也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益和最后用一

句话为该调研作了结尾。

思考：有“身份证”的少，发展成熟的少

几乎所有的都面临资金困难

公益组织：合肥锦雯言语康复中心

服务内容：帮助听障儿言语康复，培训家长

家长担当孩子的“生活阿姨”

公益组织：芜湖动物保护协会

服务内容：搜寻并救助流浪及被虐动物，组织救助类公益活动

虽然常感觉“无力”，但依然不放弃对它们的爱

包河区养老爱心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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