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公民榜样，
与雷锋有什么不同，公民如何参与日常
公益？结合5年来新京报评出的感动社
区人物，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进行了深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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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使外来人员尤其
是农民工摆脱户籍的限制
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要等
待国家政策的改进。但在
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的政
策上，我们可以做到的，就
没必要拘泥于户籍制度。
讲句实在话，做社区服务，
有没有北京户口，实际上
没多大差别。

因此，我们在实际、具
体的社区工作和社区服
务、管理政策上，只要不与

“上位法”冲突，都可以按
照实有人口来覆盖，不要
再考虑京籍或非京籍，流
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不
要人为制造障碍，否则这
个扣儿很难解开。

全市网格将分
三批搭建

新京报：在社区建设工
作上，北京市社会工委有没
有全面的推进计划？

宋贵伦：推动社区建
设，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
北京从 2008 年起，就开始
实行“四步走”战略。

第一步是实行社区规
范化调整，经过三年多调
整 ，这 个 任 务 已 基 本 完
成。全市从 7 个方面 27 个
项目入手，解决社区基础
设施缺乏，基本运作不规
范问题。具体来说，解决

“三有一化”，“三有”即有
地方办事，有经费办事，有
人办事；“一化”即工作规
范化。有地方办事：社区
350 平方米的办公用房覆
盖率今年上半年已达到
66%，到今年年底能达到

81%，明年基本全覆盖；有
经费办事：社区办公经费
目前均已纳入区县财政预
算，有固定经费保障；有人
办事：目前全市 2700 多个
社区拥有 3 万多专职社区
工作者，平均年龄 41 岁，
81%有大专以上学历，一支
年轻化、知识化的社工队
伍已初步形成。

2009 年起，社会工委
又牵头在全市推行社区 60
项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大到居民附近就医、上学，
小到体育锻炼器材、家电
维修，协调相关业务主管
部门，调查社区需求，“缺
什么补什么”，今年年底可
覆盖2000多个社区。

2010 年，北京启动建
设“一刻钟社区服务圈”，
预计今年能覆盖到 60%的
城市社区。

今年 5 月底，在朝阳、
东城、顺义三区试点基础
上，北京市全面启动网格
化工作，解决社区管理精
细化和智能化问题。

网格化就突破了户籍
界限，需要收集大量实有
人口在服务需求和管理问
题方面的信息数据，还要
实现人、物、事的动态跟
踪，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
对接。因此，打基础很重
要，否则划一张网格摆在
那儿，没用。网格化社会
服务管理工作，我们不冒
进，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
力争分三批完成搭网工
作：先覆盖 141个街道和大
部分乡、镇，然后延伸到社
区，再从区县层面整合、升
级，最终实现网格社会服
务管理平台全覆盖。
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萧辉

公民榜样和雷锋
有区别

新京报：这 5 年新京报
报道的感动社区人物，其
实就是一群热心社区公益
的公民。你觉得，近几年
公民参与公益的方式有什
么变化？

王振耀：许多社会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表现得越来
越突出，在妇女、儿童、老年
人等方面的各种提升性问
题越来越尖锐。现在的公
益慈善与以前不一样了，基
本一年一变。现在的新一
代人做公益慈善有很多新
理念。这些人的使命感、组
织化程度、建设性力度，我
想是过去，甚至去年上半年
都不能比的。大家直接参
与救灾行动，像房山救灾，
老百姓冲在前面，农民工救
人、为人打灯、自发去机场
送人……这个社会现在变
得太有意思了。

还有微公益，年轻人的
创新配合网络技术，大家都
能行动起来。民间也承担
起应急性救助，比如天使妈
妈救助各种重伤重病的孩
子，过去哭天天不应，现在
立即有人站出来承担，我这
个年龄就不敢想，他们的献
身精神我很佩服。

另外，还有以邓飞为代
表的人，居然敢推动制度完
善，他们不是批判性的民间
力量而是建设性地参与，这
之前也是我不敢想象的。

新京报：今年感动社区
人物评选的主题是“公民榜
样”，你认为公民榜样应该
什么样，和雷锋这个榜样是
否有区别？

王振耀：公民榜样和雷
锋是有区别的，雷锋是传
统性的政府提倡学习的榜
样，公民榜样是老百姓自
发的。过去有个漫画，说
有 个 人 看 到 水 龙 头 流 水
了，他就一直等着看谁来
关，看了 3 小时，说没人管，
这 不 是 一 个 绝 妙 的 讽 刺
吗？为什么不自己直接关
了？遇到问题时我们并不
是为了表扬，个人认为该
做的就做，这是公民的新
榜样。但我们在这方面还
远远没打开。

在社区提公民榜样这
个概念非常好，中国社会
需要这样的榜样，勇于负
责，看到社会出问题时，不
是埋怨和等待，而是要行
动，尽我所能来解决社会
问题。

应鼓励开办家庭
基金会

新京报：你刚刚提到这
方面还远没打开，是什么原
因导致的？

王振耀：需要体制转
变。要有体制允许人们来
做，市政建设是政府的责
任，不能让公民插手？没
有这样一个平台，就是我
们很大的问题。在英国，
大家排队捐公园的椅子。
搁在我们这儿，大家会认
为是政府的事，会马上分
得很清楚。但在英国、美
国，不会因为这是政府的
责任而不管，觉得自己有
能力就做，不管政府有没
有能力做。

另外，我国目前成立基
金会要 200 万元，是全世界
最高的门槛。美国几千美

元就能注册一个基金会，这
种基金会才是社会的基金
会。比如，想让自己的小区
变得更漂亮，植物、椅子等
等，都可以捐。

一旦家庭基金会鼓励
起来，社区的很多问题都可
以解决。这个要提倡，如果
中国在这方面开放，将释放
出巨大的慈善力量，我们的
孩子都有压岁钱，有的动不
动就万八千的。个人捐款、
捐物免税落实起来也相当
困难，这个必须改。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
既然是政府的责任就该政
府来管，为什么还要让老百
姓去做？

王振耀：这种观念就要
转变。过去咱们社会是以
家庭和国家为本位，家家自
己种菜做事，不知道有个

“社会”。大家后来突然发
现，空气是社会的，食品安
全问题是属于社会的。现
在公共空间出来了，公共需
求特别多，还是用传统的管
理体制肯定不行。一个台
阶坏了，这个让政府马上拨
款修？太慢，这在哪个国家
都一样。

一系列的公共事务要
解决，就需要一种公共精
神，新公民精神就是一种新
的公共精神，它来解决面临
的各种公共问题，公共问题
是 多 样 、具 体 的 ，非 常 细
的。我在美国看到凳子后
面钉了个小铜牌，上面写着
谁谁捐赠，当时觉得奇怪，
美国人说在这里都是这样，
大家觉得很正常。但要做
到这样，前提是要有家庭基
金会，捐完可以免税。这些
家庭基金会能解决社会里
出现的小问题。

要尊重解决小问
题的人

新京报：我们报道过的
感动社区人物，做的就是各
种各样的小事。我们如何
去鼓励更多人做平民公益？

王振耀：中国社会太需
要发现普通人了。我们的
文化传统不愿意去发现普
通人的高贵品质，总是谈得
太宏大，就会让老百姓觉得
离得太远。恰恰是社区的
事，需要去尊重发现这些解
决小问题的人，要鼓励这种
活力，这是真正的社会生命
所在。如果都在等着3小时
看谁来关水，都推给政府做，
政府怎么可能是万能的？

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
停不下来，是一个提升性的
阶段。提升性阶段是大众
化的事，需要社区这种跨界
公民精神。

慈善恰恰是跨界的，特
别是现代慈善，我们不要把
社会和政府分得太清楚。

新京报：我们发现 5 年
来评出的感动社区人物，以
20 岁到 40 岁年龄段的居
多，你怎么认为？

王振耀：所以说中国有
希望嘛，这个年龄段恰恰以
80 后为主，他们开放、主
动、个性。我的感受也是，
以前社会上总说 80 后这不
好那不好，2008年我突然发
现，我们五六十岁的人不如
80 后 、90 后 的 人 想 法 个
性。他们愿意从身边做起，
不扔垃圾就是不扔，我有看
到过街上的小孩制止爷爷
奶奶闯红灯，老年人反而催
孩子，骂孩子。

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

王振耀：
中国太需要
发现普通人

对话人物：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

在社区提公民榜样这个概念非
常好，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榜样，勇
于负责，看到社会出问题的时候，不
是埋怨和等待，而是要行动，尽我所
能来解决社会问题。

——王振耀

（上接A1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