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21．2.2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News 05新闻

临危受命责任担当

根据通化市政府发布的通
告，社区封闭期间对通化居民基
本生活物资按照每户 5 天需求
量供应“蔬菜包”，并按市场半价
配送到户，对低保户、孤寡老人
等困难群体免费配送，以缓解因
封闭管理而导致的物资供应紧
张问题。

政府发布通告后，物资供应
紧张的情况有所缓解，但长久来
看，解决市民因封闭产生的“断
粮”问题，仍需要大量人员和物
资投入。 另外，一些个体商户因
疫情闭店，店里用于销售的蔬菜

水果等生活物品滞销，等待着只
能是过期和变质。

状况的改善急需大量社会
力量参与， 志愿服务首当其冲，
但当地政府因封城应对事务太
多，志愿者招募、管理及使用均
处于滞后状态。

朱一存是中国扶贫基金会
灾害救援与项目管理部主任、人
道救援网络成员机构代表，获知
通化情况后，她带领着部门 3 位
伙伴一同前往吉林通化。 这 3 名
队员一名负责需求物流管理、一
名负责医疗资源支持、一名负责
后勤信息对接，她们将基金会资
源、人道救援网络资源与属地救
援资源进行梳理汇总，然后与通

化志愿服务组织对接。
“当地志愿者体系搭建、协

调、赋能需要资源介入。 目前看
来，志愿者人手不足，加之社区
封闭，这样一来志愿等社会性服
务就面临较大考验。 ”朱一存说。

据朱一存介绍，人道救援网
络中有 6 家社会组织响应吉林
通化救援，组织中不乏经历过湖
北疫情的志愿者服务、集中采购
等各个方面经验的专家。 基金会
的 4 名队员作为人道救援网络
前方指挥团队将为后续参与的
社会组织提供沟通、协调。 同时，
人道救援网络线上平台将向属
地志愿者队伍提供资源梳理、志
愿者招募及培训等服务。

自下而上“政社协同”

“政府要应对事情太多，志愿
服务暂时无暇顾及， 我们的工作
挑战性还是蛮大的。 ”朱一存说。

由于“封城”事发突然，政府
事务还有很多尚未处理，对当地
志愿者招募、培训、使用需要有
一个过程，暂未建立志愿者联络
通道， 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介
入，对接信息尚不明确，这给社
会组织参与带来考验。

出发前，朱一存就通过中国
扶贫基金会和人道救援网络对
通化当地社会组织进行摸底，并
与吉林省属、通化市属的几家志
愿服务组织成功对接。

抵达通化后，他们第一时间
与当地核心志愿组织建立联系，
搭建、梳理志愿网络，建立需求
专班、进行资源匹配，将志愿者
后勤保障与社区服务分开。

“以前，政府会向社会组织
明确需求，精准信息就能让社会
组织直接去到需求点，很快执行
并完成任务， 但现在需求不明
确，这需要社会组织自行寻找需
求，并有效切入。 ”朱一存说。

吉林省华益爱心志愿者协
会是 2011 年 11 月在吉林省民政
厅登记的公益组织，该组织旨在
通过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市志愿
者，为困难群体和社会各项公益
事业提供各方面的志愿服务。

作为一家省属志愿者组织，
华益爱心志愿者协会在第一时
间通过自身能力链接资源、统筹
队伍，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对
接，逐步摸索形成属地志愿者救
援梯队，通过人道救援网络线上
平台开始招募、 培训志愿者，让
其尽快形成抗疫支持的社会力
量，参与到防控中。

朱一存表示，基金会及人道
救援网络主要进行资源梳理工
作， 形成一套能战斗的志愿者操
作方法， 具体执行均由属地社会
组织来进行。“防护服如何穿戴”、

“志愿者如何培训”这些通过人道
救援网络在线上均能完成。

“第一，希望帮助梳理当地
志愿服务相关信息， 建立渠道。
第二，希望引起其他社会组织对
通化事件的关注，期待更多伙伴
加入。 第三，希望通过这种自下
而上的方式形成‘政社协同’救
援的样本。 ”朱一存说。

目前，中国扶贫基金会首批
志愿者保障物资被褥 350 套、泡

面 4200 桶、防护服 5000 件、消毒
液 5 吨、500 个女性关爱包发往
通化市，为社区志愿者提供物资
保障，金额总计 127500 元。 中国
扶贫基金会联合一汽集团以及
通化市本地爱心车队，搭建从长
春市到通化市的运输专班和绿
色通道，协助来自各界捐赠的物
资顺利运抵通化市。

据悉，壹基金、爱德基金会
等社会组织也已经开始行动，将
资源向通化倾斜。

人道救援网络力量

2014 年 4 月 7 日，由中国扶
贫基金会发起， 国内外 29 家公
益组织共同组建的中国扶贫基
金会人道救援网络成立。

许多灾害区域，都留下了人
道救援网络成员的救援足迹，人
道救援网络成员通过实际行动
努力诠释了人道救援的使命。

六年来， 人道救援网络伙伴
坚守人道救援使命， 积极参与救
灾及减防灾项目， 累计启动灾害
救援207次，募集救灾款物共计 2.6
亿元，足迹遍布国内 32 个省（市/
自治区），以及缅甸、尼泊尔、海地
等 5个国家。 开展减防灾活动超
600场，建设校园减灾教室 73所，
直接受益人群达 28.2万人次。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
王军曾表示， 通过六年的发展，
人道救援网络从最开始的自然
灾害救援，到现在包含自然灾害
救援、战争难民救助、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救助；从最初的属地救
灾， 到现在的同时多地响应；救
援网络从最初只在国内响应灾
难，到目前能够在国际上响应灾
难。“这六年来，我们共同见证了
人道救援网络的成长。 ”

当前，通化市社区封闭管控
措施已经解除，但抗疫行动仍在
持续，当地对志愿者服务的需求
仍显突出。

据悉，共青团通化市委和青
年志愿者协会已迅速响应，开展
青年志愿者招募工作。 有统计显
示，一个小时之内报名人数即突
破 500 人， 建立了 11 个工作群，
并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报名信息
正在整理汇总。

防疫青年志愿者经紧急培
训后，分别到通化市各大街道、
社区等协助社区工作人员维持
核酸检测秩序、 登记统计核酸
检测人员信息、 防疫物资运送
等工作。

� � 1 月 18 日，吉林省通化市宣布‘封城’应对疫情，从 1 月 22 日起，居民全员居家。 但由于生
活物资配送不及时、不到位，志愿服务人手不够等问题频现，引发居民吐槽，社会关注。

面对着局部暴发的疫情，如何让在封闭状态下的社区居民生活得到正常保障，社会有序运
转，不再‘一封了之’，隔离病毒不隔离爱，成为当地政府的一道考题。

看到问题的社会组织纷纷行动起来。 1 月 25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及其人道救援网络派出 4
名队员抵达吉林通化，与属地社会组织迅速集结，一场临危受命的抗疫支援战正式打响。

截至记者发稿时，中国扶贫基金会首批被褥、消毒液、防护服、泡面等数十万元的防疫物资
发往通化市，保障社区志愿服务。

驰援通化防疫
打造“政社协同”样本

“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