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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岁末，寒潮接连来袭，晋江
却是暖意融融。

近日，又到每个月老年人福利金
发放的日子。88岁的老人唐龙波拿
着特制的“领银证”，来到晋江磁灶下
灶村“领银点”。签字、盖章，唐龙波
随即领到了250元的敬老爱心款。

27年前，下灶村原党总支书记吴
海水简办父亲丧事，用省下的 3万多
元（人民币，下同）创建了下灶村老年
人福利基金会。自此，每个月，村里年
满 6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都能领到一
笔基金会发放的敬老金。这笔爱心
款，已从最初的几十元“涨”到了现在
的一两百元。

月月皆可领，老人都有份，27年
从不间断，下灶村这份凡人善举，正
是晋江草根慈善的一个侧影。

点滴小善汇成慈善大爱，聚成守
望相助、亲切友爱的城市暖流，融入
晋江爱拼敢赢、乐善好施的精神谱
系，也铺就推进社会治理、助力共同
富裕的坚定基石。

人人为善：
慈善之都的滋养土壤
何以如此肥沃

如果说爱拼敢赢铸就了晋江“福
建县域经济领头羊”的奋发精神，那
么“人人为善”则形成了晋江这座爱
心城市的宜人温度。

在晋江，爱心善意随处可见、鲜
明可感、亲切可闻。

12月 1日，西园街道官前社区一
派喜气。鲜花、拱门、红绸，在村民柯
贤通家里，一场简单而充满爱意的婚
礼正在举办。仪式结束后，柯家人敲
开村中30多户五保户的家门，为每户
送上 1000元的爱心“喜钱”和一份米
油。同一时间，在社区柯厝老年协
会，470名老人也都领到了每人 1000
元的敬老金。

这一笔笔暖人的爱心款，是柯贤
通和妻子柯秋婉捐出的。除了向困
难群体、老年人传递关爱外，借着儿
子成婚的喜庆日子，夫妻俩还捐出50
万元用于支持教育事业。

在官前社区，柯贤通、柯秋婉夫
妻俩的善举并非个例。今年 3月，社
区乡贤吕建成将儿子、儿媳婚宴取消
后省下的 20万元捐出做公益；今年 4
月，社区干部吕文风取消儿子十六岁
生日宴，捐出20万元做慈善……居民
热心公益的善举已蔚然成风。

近年来，随着移风易俗工作的深
入推进，厚养薄丧、喜事新办、遵德守
时等新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再加上疫
情防控期间不宜聚集，“不重面子重
里子，不讲排场讲慈善”已成为晋江
新风尚。

老人做寿、婚丧嫁娶、孩子周岁
……大家纷纷捐出简办婚宴、寿宴、
成人宴省下来的钱，投入到家乡教
育、助老、济困、建设等慈善事业中。

今年12月5日，英林镇龙西村乡
贤洪连江、洪秀偏伉俪简办孙子周岁
宴，捐出80万元支持教育、敬老事业；
11月，安海镇庵前佳坂自然村村民尤
飞轮、张秀端伉俪简办儿子婚宴，捐
出9万多元，支持教育事业，并给村中
200多名老年人发放红包；11月，陈埭
镇鹏头村村民丁东进、丁惠燕伉俪借
爱子结婚之机，简办喜事向鹏头村老
年人协会捐资 10万元……比比皆是
的善举，让晋江大地仁者之风盛行。

这股慈善风中，有个人的善行，
也有集体的善意。

今年1月，东石镇坑园村，一场特殊
的爱心捐赠仪式举行。捐赠人是130多
名“坑园村爱心人士”。原来，村里爱心
慈善援助站的款项所剩无多，以村老人
会换届为契机，坑园村两委发起了为爱
心慈善援助站捐款的倡议。

500 元、1000 元、5000 元……短
短几天，村民们就汇集了逾75万元的
集体善款。坑园村是晋江市的“奋蹄
马”村，并不富裕。但正是这样一笔
笔善款，为村里的爱心慈善援助站补
充了资金，让村里可以更好地帮助病
困群体、关爱孤寡老人。

在英林镇三欧村，一个人口1800
多人的村子，却拥有10个公益慈善基
金会和5个教育基金会，织就小村“慈

善网”。
今年重阳节，三欧村 406名 60周

岁及以上的老人都收到了一份过节
礼——400元红包及一份米、油。在
随后例行公布的捐资芳名录上，欧阳
钟义伉俪爱心基金会、刘基增张秀菊
家族慈善基金会、钿华父子慈善基金
会等7个基金会，赫然在列。

“心怀桑梓、爱国爱乡的精神，早
已刻进了三欧人的灵魂。”三欧村党
支部书记欧阳明蔚这样溯源，三欧村
是远近闻名的侨村，在旅外乡贤带动
下，各类基金会相继成立，为乡贤、村
民搭建起一座参与家乡慈善福利事
业的桥梁。

“人人为善”之风，还带动了一批
镇、村慈善机构的成立。

2002年，晋江东石镇率先成立了
福建省首个镇级慈善总会，并逐步建
立起“爱心慈善援助站”村村全覆盖
的扶贫济困社会救助网络。20年来，
东石镇慈善总会陆续设立慈善基金
113个，募捐善款达 9982.71万元，有
力支持救助病困、助贫助残、助学、安
居、抗疫等工作。

2010年初，晋江市首个村级慈善
机构——磁灶镇岭畔村慈善基金会
成立，吸引社会各界捐资达1000多万
元。该基金会成立后，每月给村里60
岁以上老人发放养老金。12年来，社
会各界持续捐资，已累计给老人发放
养老金超2500万元。

2010年，安海镇成立镇级慈善协
会，短短一个月时间募集善款达1.88亿
元，一时创下全国镇级慈善基金之最；
2017年，安海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收
到社会各界意向捐资超2.3亿元，创全
省镇级教育基金成立募捐之最。

2022年 2月，晋江市磁灶教育基
金会成立，仅 67天就募集慈善资金
2.16亿元，参与捐赠的个人、企业、团
体超300个。

各级各类慈善机构或组织，在晋
江呈现点多面广的态势，聚沙成塔、
集腋成裘，凝聚起大爱晋江的拳拳合
力，滋养着慈善晋江生机勃发的肥沃
土壤。

善为人人：
慈善之光如何点亮城乡温暖人心

源于乡间的凡人慈善，出于根脉
情缘，出于守望相助，更易体恤老幼
孤寡，更能照拂病困穷苦，也更加明
白“教育改变命运”的力量。

从“人人为善”到“善为人人”，慈
善之光照进看不见的角落，照亮每个
人的生活。

“政府的低保给了我生活上的保
障，村里的慈善协会和爱心人士的援
助，让我可以安心读书。”东石镇井林
村的小思是一名在读大学生。因为
父亲患病常年住院，母亲早年已经改
嫁，他跟奶奶相依为命。

从小思读初中起，井林村慈善协会
就开始重点帮扶他，在低保之外，补足
小思生活、就学的资金需求。“一开始是
村里的热心人士、村干部在定向帮扶
他，村里慈善协会成立后，我们就把小
思纳入重点帮扶对象，让他能够安心成
长。”井林村慈善协会会长许鸿江介绍。

事实上，井林村慈善协会的成立
初衷，也源于救急救困。

2017年 12月初，井林村低保户
文女士因心脏病住院，急需手术。但
她丈夫中风，女儿刚成年，家庭十分
贫困，仅靠微薄的低保金度日。了解
这一情况后，井林村两委立即发动村
民捐款帮扶，并向东石镇慈善总会寻
求救助。经过各方努力，短短数天就
为文女士凑足了20多万元的手术款。

“受到这件事的触动，我们决定
进一步凝聚村里的爱心力量，救急扶
危。”许鸿江说，慈善协会成立时，就
筹集到了 20多万元善款，近年来，先
后救助了 28名病患、困难等弱势群
体。今年10月，井林村慈善协会完成
了换届，150名爱心人士、35位爱心企
业家踊跃捐资，共募集善款72万元。

关爱困难群体，也关注老年人生
活。敬老爱老这一优良传统，在晋江
尤为鲜明。

每到中午 11时 30分许，安海镇
梧山村党群服务中心一楼的爱心食
堂就开始热闹起来。一拨拨老人结
伴而来，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地享
用免费的爱心午餐。

“今天煮咸粥，加了肉、芋头、香
菇，大锅煮起来就是香。”舀起一勺热
粥细细品尝，70岁的村民吴阿婆吃得
十分开怀。她笑道：“孩子们都去上
班了，中午没回来吃饭。我一个人在
家也不好做午饭，就来这里和大家一
起吃，热闹又开心。”

在爱心食堂吃饭的大多是与吴
阿婆一样的老人。他们的儿女在外
工作，来此就餐更为便捷。这份爱心
午餐，是梧山村旅澳乡贤苏建华坚持
了10年的善举。

2012年，回乡探亲的苏建华注意到
老年人独自煮午餐的难题，就主动找到
村老人会，表示要捐款为村中老人办爱
心食堂，每天给老人提供免费午餐。10
年来，苏建华都会定期汇款给老人会，
用于维持爱心食堂的日常开销。

不只梧山村，在青阳、安海、磁
灶、龙湖、罗山、新塘等街镇，多个村
（社区）的爱心餐厅，也为老人们提供
着暖心的“免费午餐”。

“让村里每个老人享受幸福晚
年，实现老有所养是敬老爱老善举蔚
然成风的动力所在。”在不少村（社
区）干部看来，捐资敬老、助老、爱老
是良好的风尚，更是大家对老有所养
的美好祝愿。

如果说关爱老幼、扶危救困彰显
的是质朴的人性之美，那么注重教
育、奖教奖学则是乡间善举对助力人
才成长、促进社会发展的殷切期盼。

从1982年成立至今，晋江第一个
教育基金会——朱幼娟教育基金，奖
励、资助的学生已有 1万多人。朱幼
娟教育基金会的创办人是祖籍晋江
紫帽镇的马来西亚侨领蔡松火。40
年前，为了纪念母亲，他捐出 10多万
元，以母亲的名义在家乡成立了“朱
幼娟教育基金会”，带动晋江各地掀
起成立教育基金会之风。

如今，许许多多曾受资助的学子
都已成长、成才，投身各领域，不仅改
变了人生轨迹，也为社会的建设、发
展贡献着力量。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助力教育事
业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各村（社区）
涌现出一个个公益暑期班、课后免费
兴趣班、公益研学活动等，既让走出

课堂的学子继续汲取知识养分，更好
地学习成长，又为忙于工作的学生家
长提供一定的支持。

一到周末，安海镇前埔村读小学
三年级的许锦雯就喜欢到村里的钱
峰书院学习。这里，开设有周末课后
服务班，还有图书室满满的书香。

钱峰书院周末课后服务班是前
埔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出资开办的，还
聘请了教师前来辅导孩子们的学习。

从2019年成立以来，前埔村教育
发展促进会就“专注”于乡村教育的发
展，筹集到的300多万元善款，通过有
效管理、“留本取息”等方式，用于常年
奖学奖教、提升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开
设公益暑托班及课后服务班等。

今年暑期，聚焦解决暑期孩子
“看护难”问题，前埔村教育促进会还
支持开设了公益暑托班，并挂牌设立
了安海镇首个村级家庭教育服务试
点，探索推进家庭教育在乡村振兴中
的有效实践。

暖心的公益暑托班、周末课后服
务班也得到了广大家长、热心企业、村
民的认可与支持，大家积极为书院图
书馆赠书、赠教育教学设施、送食品饮
料等，共建惠及全村儿童的成长乐园。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在晋江这片“善为人
人”的慈善之地，尤为生动可感。

善做善为：
助力共同富裕 助推基层治理

困有援手，达则济他，施爱有道。
在晋江，慈善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形成一种机制，让受困者受助，有爱者
有为，构建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和谐
邻里。这是晋江民间草根慈善的朴素
发端，折射着共同富裕的时代梦想。

每月1日，零点刚过，东石镇塔头
刘村的慈善爱心微信群里就开始下
起“红包雨”。每个红包，少则 10元，
多则30元。经过一番接力，每月总能
凑齐四五千元，用于专项慰问村中孤
寡老人、低保和五保户，以及一些存
在实际困难的人群。

“我们规定‘月月捐’的单人单月
上限不超过30元，让捐献爱心无压力
又可持续。”塔头刘村党总支书记刘
永进介绍，这样人人皆可为的小微慈
善源于2016年。

彼时，村里成立于2006年的爱心
援助站已经少有进项，仅靠村财勉强
支撑。为了让爱心可持续，经过一番
探讨，刘永进拉上几个热心村民，建
立起慈善爱心微信群，尝试搭建“每
月一捐”的爱心平台。

捐款数额无须多，动动手指就能
捐，款项由村里账户监管，收支都有
公示……爱心群一经成立就收获良
好反响，“月月捐”的善举一直持续到
今天。7年多来，群里的“月月捐”总
金额达到了34.4万元，共关怀慰问困
难群体7569人次、2812户次。

这个平台不止于关怀弱势群
体。刘永进说，更重要的是，经过爱
心群的带动，村民形成了热心慈善、
小善大爱的良好习惯。村里有重大
事项通知，村民有热心慈善的义举，
都会在群里发布。

每年重阳节，群里都会“开放”一
次捐款上限，大家随心意捐爱心敬老

金，给村里老年人分发米油、爱心红包
或举办敬老活动等。今年3月疫情期
间，在慈善群带动下，村民们接力捐出
了20多万元的抗疫金。今年8月，塔
头刘村战“疫”时，大家在短短9天里，
就筹集了90多万元的抗疫善款。

“可以说，慈善群促进了全村社
会治理，民心顺了，各项工作的推进
也顺了。”刘永进告诉记者。

记者调查发现，不仅在东石，在磁
灶、安海、英林、陈埭等街镇，通过居民
互助、扶贫济困、助力发展等渠道，新
时代的民间慈善开辟出一条条助力社
会治理、推动乡村振兴的新途径。

今年2月，在磁灶镇苏垵村，一场
乡贤新春座谈会举行。现场，苏垵各
界再行善举，捐赠善款超860万元。

苏垵村曾经是个薄弱村，通过乡
贤慈善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
村由此迈上共同富裕道路。

时间倒回至2010年。彼时，苏垵
村被评为晋江市第三轮不适应村和经
济欠发达村。为了摘掉这个“帽子”，
全村人开始团结起来思考乡村发展之
路，并就此开起了新春座谈会。

座谈会当天，大家纷纷捐资出力，
汇集了300多万元善款用于支持乡村建
设。类似的新春座谈会，苏垵村此后又
连续举办了五六年，带动各界乡贤出策
出力，筹集了3000多万元的爱心款，用
于支持村庄小学、敬老院、道路修建等
民生项目建设和慈善事业发展。

2019年初，为了发动更多乡贤反
哺家乡建设，苏垵发起成立“苏垵村
锦里慈善基金会”，形成独具特色、热
心慈善的“乡贤文化”。该基金会以

“民生需求”为导向，在苏垵村助学助
教、困难帮扶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让慈善渗透到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

苏垵村由此走出了“慈善+社区
治理”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在乡村振兴实践中，互帮互助、
彼此激励的善能量，往往能够形成促
进发展的强大动力。”苏垵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树森说。

而在古镇安海，底蕴深厚的慈善
传统，正织出一幅幅共同富裕的幸福
图景。

这里有安海商人许健康、许连
捷、陈永建等爱心家族的“亿元善
款”，也有“不比排场比慈善”而简办
红白事的百万捐赠，更有各村（社区）
遍地开花的慈善基金惠泽乡里。

冬日时分，走进安海镇坝头溪边
村，依旧是满眼生机，一派温馨明艳
的景象：能琴公园、溪边生态公园里
鲜花繁盛、绿意盎然；书藏楼美术馆
与红砖小别墅相互映衬，不少村民正
忙着装修或搬家；高标农田里，鲜绿
的甘蔗叶随风舞动，村民笑谈丰收。

溪边村是安海镇坝头行政村的
一个自然村，这个位于安海东郊的小
村庄，过去是典型的贫困落后村。6
年前，村中还大多为破旧的石头房，
甚至连一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环境
脏乱，根本留不住青壮年。

溪边村是中国全国政协常委、宝
龙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健康的老家。怀
着对家乡深厚的情感，2016年，许健康
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定向捐赠1
亿元，并于2019年再次追加捐赠2500
万元，用于支持溪边“美丽乡村”建设
及实施可持续发展项目，帮助家乡改
变落后的面貌，带动乡亲一起致富。

“溪边村，从种一棵树到其他很
小的细节，我都参与了。”许健康动情
地说。

如今，溪边村一步步走向生态宜
居、老有所教、幼有所依，让村民在家
乡幸福地安居乐业。

走遍晋江乡村，俯拾皆是的慈善
义举如涓涓细流汇成大江大海，普遍
福利与特殊救助相结合，机构发力与
个人善举相呼应，一笔笔捐赠已经或
正在发挥效应，一颗颗爱心让人称赞
又产生回响。晋江民间草根慈善已
然星火燎原，日益成为推进基层社会
治理的澎湃力量，助力共同富裕迈向
美好明天。

草根慈善 星火燎原
本报记者 钱健铭 许春 赖自煌 苏明明 林伊婷 周雨莲 董严军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走进晋江近400个村社，喜看四季常开的慈善小花，探寻遍及村野乡间
的慈善根脉与社会基因，激赏之余，或许能助您溯源这座“爱心城市”的原始肌理与精神内核——

18日晚，“潮涌新时代 奋进向未来”晋江市慈善文艺晚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