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中新社等报道，在青海西宁，一位叫窦

新功的面馆小老板十年来一直免费为环卫工

人提供面食。他说，自小家境不好，对生活艰

辛者深有同情，同时认为创业成功后更应回

报社会当初对他的支持。

不仅如此，辖区里的低保户、残疾人、家

庭贫困的老人到店里吃饭，他也不收费。

看到这则新闻不禁让人心头一暖。窦新

功的善举既解决了环卫工人的用餐问题，又

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发展。他给环卫工人和孤

寡老人的，虽然只是普通的面条，却能像阳光

一样温暖他们的心。

像窦新功这样默默行善事的人并不多

见，更难得是十年如一日，初心不改。

偶有善念，人人皆可为，但长期从善，则

善莫大焉。有人担心，这样下去，面馆能支撑

下去吗？如果支撑不下去，窦新功的善举还

能继续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呼吁政

府方面或者公益组织等社会群体能考虑给予

适当的物质补贴。

对于好人好事、扶危救难的行为，政府和

社会各方一直是大力鼓励的，不过这主要是

在精神上，光给予精神鼓励有时是不够的。

像窦新功经营面馆，要向房东交房租，

要去市场买原材料，要雇工，很难说，他的

善举坚持下去会不会让面馆经营情况出现

问题。有网友说得对：对善举，倘若政府有

关部门或社会群体能以各种方式给予经济

补贴，则善举更容易延续，更多人会投身其

中。

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但愿窦新

功的面馆越来越红火。但十年如一日坚持善

举，也需要社会能为其提供一些帮助，让善举

得以继续。

点亮一道火光，就能多一分温暖。如果

这火光一直在照耀，则温暖自然得以永续。

善举之光永续，需要社会各界添薪

11月19日，第六届浙江慈善大会在杭州

举行，大会表彰了第六届“浙江慈善奖”获奖

单位和个人。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时代楷

模”陈立群等在内的 132 个单位和个人获奖，

其中陈立群获“慈善楷模奖”，阿里巴巴集团

获“突出贡献奖”。

这是本届“浙江慈善奖”特别设立的环

节，“突出贡献奖”用来表彰对浙江慈善事业

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个人和机构。

“浙江慈善奖”是浙江省公益慈善领域

政府最高奖，每三年评选一次。本届“浙江

慈善奖”表彰 2016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

间，在赈灾、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助学、

助医以及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

等事业的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等公益

慈善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机构和项

目。

做公益不难，难的是坚持做公益。这些

年，在公益慈善、脱贫攻坚等领域，阿里巴巴

频频斩获社会责任大奖，其互联网公益、脱贫

模式在国内外获得广泛认可。

阿里巴巴经济体内形成了阿里巴巴公

益、支付宝公益、人人 3 小时三大公益平台，

为公众提供爱心捐赠、行为公益、志愿服务等

通道，带动公众参与公益。

2019 财年，三大公益平台累计帮公益机

构募款12.7亿元，带动参与人次累计高达4.4

亿人，累计产生捐赠超 91 亿笔，成为全球最

大互联网公益参与平台。可以说，阿里巴巴

获得这个奖，是实至名归。

参与公益事业是企业义不容辞的社会

责任，也是企业长期发展的需要。事实证

明，那些注重履行社会责任、热心社会公益

事业的企业，在社会和公众心目中，其品牌

价值和企业形象更加鲜明亮丽，更受到消

费者青睐。阿里巴巴显然就是很好的例

证。

近年来，很多企业开始广泛关注社会公

益，或成立公益组织或参与公益活动，这无疑

是大好事。

企业做公益事业，不妨向阿里巴巴学学

真经，学学“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阿里

巴巴利用自身资源和技术优势，根据企业产

品结构和经营特点，制定系统完善的企业公

益战略，让公益成为企业内在的基因，而不是

企业外在的负担。

比如，阿里巴巴内部诞生的蚂蚁森林、团

圆系统、疫苗快查、一路护航等公益项目，都

是基于解决社会问题，比单纯捐钱更具有实

操性和持续性，在帮助解决生态环保、儿童防

走失、疫苗安全、紧急救援等社会问题上，都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阿里巴巴的公益事业，体现了如何更好

地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经济增长、技术

进步以及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类追求的目

标，但它们最终只是手段，人的发展和人类福

利才是目的。

当企业等各种社会力量兼顾效率与公

平，就能有效促进社会成员共同进步，从而对

社会的稳定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

有责任、有担当的企业，理应树立正确的

公益观，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反哺社会，

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企业做公益，不妨向阿里取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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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以及社

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类追求

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是手

段，人的发展和人类福利才

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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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一道火光，就能多一分温

暖。如果这火光一直在照耀，

则温暖自然得以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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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中心有个叫天园阁的老小区，经

常停水断电，居民苦不堪言。最近，这个小区

又面临一个大问题：在今年 6 月原物业撤走

后，年底暂管物业也将撤离，留下一个烂摊

子，到时候怎么办？（详见本报 11 月 19 日 3

版）

原因是与开发商的纠纷，这里的业主陆

陆续续拒缴物业费、水电费，久而久之，历史

积欠多达178万元。

物业费不交，物业管理运转不起来，水电

费不交，停水停电也就自然而然。小窟窿越

来越大，到现在变成了大窟窿，就更难填补

了。

从道理上来讲，业主与开发商的纠纷是

一码事，水电费、物业费又是另一码事，两者

不能混淆。要求开发商兑现承诺，并不是不

交水电费的理由。如果业主认为开发商违

约，应当走法律途径维权。而业主不交物业

费，物业公司也是可以通过打官司来追讨的，

包括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对长期不缴费的

用户进行断水、断电，也有其理由。

只不过，这些道理和理由，放到现实层面

却不一定行得通。比如，在回迁户和开发商

的纠纷中，由于开发商只是口头承诺，无凭无

据，真的要打官司，回迁户是没有什么胜算

的，官司也就没有打起来。

物业公司倒是有把握通过打官司来追讨

物业费，但是，天园阁的住户多数是老人，跟

这些老人打官司，似乎又下不了手。水、电公

司给这些老人断水断电，又似乎不够人性化，

遇到极端天气还可能造成恶果。

于是，天园阁的诸多矛盾延续 20 年，一

直得不到彻底解决。

但是，天园阁的问题真的就无解了吗？

当然不是，不能任由事情这么拖下去。那

么 ，天 园 阁 怎 么 才 能 不 被 这 178 万 元“ 噎

死”？

事实上，天园阁小区碰到的难题，也是许

多小区多少会碰到的，只是程度不一。细分

一下，就是开发商和业主的矛盾、业主与物业

的矛盾、业主与水电公司的矛盾，如果能一一

化解，应该可以避免最坏结局的出现。这就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牵头人，采取更灵活变通

的解决方案。

本来业委会可以充当牵头人的角色，目

前在业委会缺位情况下，居委会、街道有责任

介入调解。可以借鉴浙江湖州织里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模式，引入各方力量和社会组织积

极参与，形成多层次调解组织网络。

具体来讲，一是社区、街道要积极引导小

区成立业委会，让业主诉求有统一表达渠道；

二是，司法机关上门服务，进行普法宣传和纠

纷协调；三是，引进社会公益组织，为小区业

主做好公共服务，解决其日常生活难题和后

顾之忧，让居民恢复信心，有安全感；四是，在

有关部门、社会组织不缺位的情况下，展开多

方参与的事务协商和纠纷协调，拿出合法合

理合情的解决办法。

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小区陆续步入中老

年阶段，届时也会碰到物业维修、管道老化、

公共区域破败等“烂摊子”问题。天园阁的问

题能妥善解决的话，无疑可以为小区物业管

理纠纷化解提供一种有益的办法。

化解小区“烂摊子”，学学湖州织里

天园阁的问题能妥善解决的

话，无疑可以为小区物业管理

纠纷化解提供一种有益的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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