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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5岁女童街头义卖乐施米
在香港，儿童很小便接受家庭慈善教育；“助人自助”慈善理念被香港市民接受认同

近日，乐施会成员和志愿者在街头售卖乐施品。 本版图片/乐施会供图

“助人自助”取信公众
令乐施会香港部总监萧美娟倍感自豪的是乐施会的募款理念。她说，在很多慈善机构都单纯讲述

他们的需求时，乐施会会讲他们用善款都做了什么，其中很有影响力的理念就是“助人自助”，即教贫困人
如何利用捐款自我脱贫。因此，乐施会所募善款中90%左右都靠公募而来。比如，今年的捐助主题是贵州
部分地区石漠化严重，导致农民种的玉米瘦小，甚至不生玉米粒。乐施会不会把募款直接给贫穷的农民花，
而是利用这些钱打井，把水引进村子，使他们有充足的水浇灌耕地；或提高耕种技术，使玉米长得更好。

萧美娟说，乐施会在其他地区的项目组还会利用捐款帮助村民养殖羊，让他们养、卖。而这些钱也是
以借贷的形式给他们，比如一头羊600元的成本，当他们养好卖出1千块时，用盈利来还钱和维持生计。

“只给东西吃是不够的，要让他们知道怎么去经营社区。”从事银行工作的邹洁玲，十年来每月固定为
乐施会捐款，被称作“乐施之友”，乐施会会定期组织这些捐款人到受捐当地考察捐款运作情况。为多家公
益机构捐助的她看到，如今，香港的公益组织都竭力以“经营善款”、公正透明的方式来取得募捐者信任。

■ 理念

乐施会创办的互动教育中心内，搭建了模拟的工棚。

香港街头公募“卖旗”

场景：5月19日上午，香
港铜锣湾，闷热潮湿。

闹市街头，5 岁的乐施
会小志愿者美雪仍活跃在
人流中。“请买包乐施米吧，
帮助穷人。”成人巴掌大的
米袋，她用两只手捧着，对
着一位位路人，踮起脚尖，
高高地举过头顶。很快，路
人难以拒绝她的可爱，纷纷
驻足慷慨解囊，用20港元买
下一包。

接下来，这20港元将作
为善款捐出，以支持更多内
地贫困者及弱势群体改善
生活。如今的香港人很重
视对儿童的慈善教育，家长
们会从他们未懂事起便带
出来参与义卖活动。于是，
成百上千个“小美雪”走上
街头。

乐施会香港部总监萧
美娟介绍，每年，都会有一
家米行捐赠给乐施会 12 吨
大米，另一个企业及庇护工
场则帮忙将这些大米分包
成 100g 包装的 12 万包“乐
施米”。由乐施会组织的志
愿 者 在 街 头 义 卖 募 集 捐
款。乐施会工作人员介绍，
街头很多香港的机构通常
都是“卖旗”筹款，即市民捐

赠后会获得一个标志，贴在
身上。

与内地不同，这些民间
公益组织均有街头公募的
权利，但前提是，他们需要
为每个募捐点向社会福利
署、地政署申请街头募捐牌
照。记者在牌照上发现，他
们需要遵守安全、透明等严
谨的“许可条件“，并严格按
照许可的时间、地点公募。
萧美娟说，募捐后，他们还
须在一家中文媒体和一家
英文媒体通报此次的公募
账目。

在公募当天，巡警路过
摊 档 也 要 检 查 他 们 的 牌
照。而乐施会卖米的行为
则需再向食物环境卫生署
申请一个食物的售卖许可。

这一系列申请对公益
组织来说并不难，他们需要
做的就是按要求提交材料，
约 两 周 左 右 便 会 得 到 批
准。但并不是所有申请的
地点都会获得批准，政府不
仅考虑到某个街头在安全、
人流上是否适合公募，也要
看在同一时间、地点是否有
其他公益组织有募捐安排。

慈善教育从儿时起步

场景：5月19日中午，记
者走进乐施会创办的“互动
教育中心”定期组织的学生

课堂，在 20 平米的房间中，
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场景：一
边是脏乱的工棚景象，黑乎
乎的房间里码放着双层床，
脏乱的被褥铺在床上；而对
面就是一个温馨、亮堂的卧
室，里边摆满了书籍、玩具、
现代化的电子设备，包括
Iphone、Ipad 这些新型电子
产品。乐施会工作人员梁
素素说，这演示的是富足的
城市人家和城乡务工人员
子女的生活。

突然，工棚里警报声四
起，紧接着是一阵浓烟味
——老师虚拟了工棚着火
的场景，让孩子们试图打开
工棚门，但这是一个简易的
房子，外边上了铁锁，他们
难以打开——这展示了一
场面对灾难绝望的场景。
每当故事讲完，梁素素说，
孩子们都会感到恐惧，而恐
惧之后则是对贫困的理解，
他们会理解贫困的人群，并
激发出爱心。

香港人认为，对孩子进
行慈善教育非常重要。

一个叫“0803 妈妈会”
的成员就参与了香港新界
东 部 大 围 地 铁 站 口 的 义
卖。成员何太太说，她们并
非政府注册团体，而是均在
2008年3月生了宝宝。她们
组团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带

着孩子做义工（志愿者）。
妈妈们说，这些孩子们

从1岁起，还不会走路时，就
被抱出来在街头参与义卖。
一位黎太太说，3岁前的孩子
们其实没有记忆，但当他们
每年重复做这件事，就会养
成习惯，终有一天会了解自
己在做什么，而到那时他们
发现自己 1岁时从事公益的
照片，会非常的高兴。

屯门区博仁会会长黄
香珍介绍，每个香港高中学
生学习中必须要有社会服
务，学生每学期要有做义工
的时数，由他们所服务的机
构证实完成，这将作为考试
分数的一部分。“没有顶替
和作假，因为那更耻辱。”

社区议员赶跑假公募

场景：5 月 20 日上午 11
时许，香港西北部的屯门社
区里，居民楼宇间的路口
边、电梯口分布着两个米
档，摊档上都挂着大型横
幅，写着：“陈文华议员办事
处”、“扶贫项目助贫穷人”
等字样。这天，陈文华议员
并没呆在狭小但吹着舒适
冷气的社区办事处里，而是
循环检查摊档，问候志愿
者。陈文华说，这种义卖活
动如果不是社区出面，效果
的差距一定会大。

反之，如有骗人的公益
机构进社区公募，他会带头
将他们“打倒”。之前，在街
口有宠物用品义卖，称所得
将帮助那些流浪狗。但陈
文华观察发现，对方并非有
资质的慈善机构，有社会福
利署发放的许可牌照但已
过期。而且，他们会对路人
强拉硬拽讨捐款，“装可怜
骚扰路人。”于是，陈文华及
时将情况举报相关部门，将
这个摊档“打出社区”。

与内地（部分公益组织
有政府背景）不同，乐施会
工作人员黄咏诗说，香港所
有公益组织均是民间的，他
们在尊重政府规定的同时，
要尽力宣传自己的理念，以
取得公众认同，募集更多资
金，某种角度来说是存在着
竞争关系的。

每个慈善机构如何获得
更多认可？仅靠组织的员工
是不够的，他们要大量发展
义工资源，来帮助义卖、游
说。包括乐施会在内，每个
靠公募发展的慈善机构背
后是一个庞大的义工团体，
其中包括白领、主妇，甚至公
务员。

香港公益组织会有固
定的协办团体，社区是重要
的一环。而与社区沟通的
桥梁就是当地议员。

1包乐施米卖20港元，
30包乐施米的价值则可为
1户村民提供种子、农耕
用具；100包米可支持1户
村民修建家用小水窖……

街头卖米，是香港乐
施会持续了16年的公众
募捐活动，是为“乐施会中
国发展基金”筹款的项目
之一。这些由乐施会提出
的量化标准，是一种港人

“助人自助”的慈善方式，
即用这些募捐来的钱，通
过信任的公益机构，寻找、
策划一个“生财之道”，让
贫困的人能运作它持续发
展，使自我脱贫。

今年，乐施米的义卖
时间是5月13日到27日
中的3个周末，前两周在
香港举行。包括接下来
澳门街头义卖，将共有超
过3000位志愿者参与卖
米。募集到的资金，会用
于支持乐施会在内地的
扶贫和紧急救灾项目。

本版采写
新京报特派香港记者 刘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