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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鸽’台风袭击澳门时，街坊
总 会 在 一 星 期 内 发 动 了 4000 多 名 义
工。”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街坊总
会理事长吴小丽近日对本报记者说。澳
门是个只有61万人口的小城市，却拥有
8000 多个社团，平均每 70 多人就有一
个社团，拥有4000多名实名注册义工的
街坊总会，无疑是其中的“巨无霸”。

政府下单 民间服务

1983 年，澳门回归祖国已成定局。
面对即将到来的历史转折，澳门 20 多
个街坊会和居民联谊会深感需要加强
团结，以便共同商讨推动澳门回归以
及回归后顺利过渡，于是联合成立了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简称“街坊
总会”。

回归后，街坊总会创造了澳门独有
的公益模式：政府下单，民间服务。澳
门特区政府有充盈的财政资金，街坊总
会有深入社区的渠道，了解民众所需，
又聚集了一批热心的义工，正可与政府
实现优势互补的合作。

吴小丽介绍，街坊总会 70%经费
由特区政府提供，其余经费来自基金
会 和 社 会 捐 助 。 街 坊 总 会 办 的 培 训
班、护理中心也有收入，不过这些机
构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很低的费用。比
如，街坊总会的日间护理中心，从一
早派车去接，到下午 6 时再用车将老
人送到家，期间护理、辅导、膳食、
治 疗 等 服 务 一 应 俱 全 ， 每 月 仅 收 费
1600 澳门元。

街坊总会提供的服务范围很广，从
托儿所、中小学、辅导中心到家庭服务
中心、业主委员会、社区服务中心，再
到老人护理中心乃至善终服务，“从3岁
到100岁都管”。

网上召集 一呼百应

经过34年辛苦耕耘，街坊总会目前
有 30 多个服务中心、28 个地区分会，
还开办了 2 所学校、3 间托儿所、30 多
个不同类型的服务中心、6 间学生自修
室及 3间诊疗所等，形成了一个涵盖全
澳、颇具规模的社会服务网络，专职人
员也由创会之初的2人发展到近800人。

澳门人想去当街坊总会的义工，可
以去街坊总会的办公室或网络上实名注
册。吴小丽说，这些义工完全不领薪
水，“有时还要自己出钱”。根据义工的
服务时长，街坊总会给他们累计积分，
年底给义工发送一点企业赞助的小礼
品，以示感谢。“澳门人做慈善或做义
工不是为了免税，因为澳门的税本来就
很低。”

网络时代，网上动员成了街坊总会
组织义工的主要方式之一。吴小丽举例
说，“天鸽”台风时，内地送来 3000 多
瓶矿泉水，“网上信息刚发出去 15 分
钟，几十个年轻人就从四面八方来到我
们楼下”。

澳门近八成义工是退休老人，但年
轻人做义工的风气很盛。澳门学生做义
工，成绩表上会有所体现，会获得社会
参与、操行品德、公民意识等项目的加
分。“澳门学生很淳朴”，吴小丽说，有
学生在‘天鸽’风灾时要帮忙驻澳部队
搬垃圾，当被告知垃圾太重不适合小孩
搬时，他说：“那我分垃圾袋总可以
吧？”

专款专用 阳光透明

街坊总会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收
集问题并反映给政府。比如，澳门一些

老旧居民区地势较低，早年建设时没有
下水设施，一下雨就会被水浸，居民饱
受困扰，但因为责任主体不明，居民跑
了十几个部门都搞不定。经过街坊总会
的多方努力和协调，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政府在水浸多发地段兴建了雨水泵
站、改善了下水道设施。

“从 1988 年开始，我们就派出代表
参与澳门历届的立法会选举，担任议
员，并应邀派出骨干出任政府环保、医
疗、教育、交通和社会工作等多个咨询
委员会的委员，努力为居民维护和争取
合理权益。”街坊总会如此深谙民情，
每年澳门特首施政报告出炉前，听取街
坊总会意见是“例行节目”。

“做社会服务难不难？难！”吴小丽
说，光是立意良善还不够，有时还特别

需要耐心细致和沟通能力。她举例说，
为了成立某大楼的业主委员会，要给户
主挨家挨户寄挂号信，4000 多户，5 种
语言，要专门找人翻译，“光是叠信就
花了一星期”。

由于大部分资金来自政府，街坊总
会建立了一套严谨的财务制度以保证资
金不被滥用，“中心主任只能签 8000
元，超1万元要秘书长签字，超2万元要
理事长签字”。同时，街坊总会主动向民
众公布资金去向，“每年都会在网站上公
布收支年报，每个月向特区政府报告”，
而且是“专款专用，不同项目的款项不
得挪用，每一项都是和政府签合同的。”

街坊总会这个“超级居委会”，给
澳门人的生活增加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更为城市增添了活力和舒适。

澳门议事亭前地，游人如织，活力洋溢。（资料图片）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喻菲
李凯） 台湾12月26日公布了新评
选的两项重大考古发现：台中市发
现的距今约5000年的安和遗址和台
东县发现的距今约2000年的旧香兰
遗址。

台文化事务主管部门表示，
这两项重大发现是从台湾过去十
余年间的考古发掘项目中遴选出
的。除这两处遗址外，台东县的
八仙洞考古遗址、宜兰县的淇武
兰考古遗址、花莲县的花冈山考
古遗址以及高雄市的左营旧城考
古遗址获得优秀成果奖。

岛内考古学家于 2013 至 2014
年抢救发掘了安和遗址。这里主要
出土了距今 5600年至 3980年的大
坌口文化遗存。

据这一遗址的发掘主持人、
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人类学组主
任屈慧丽介绍，安和遗址出土了
48 具大坌口文化时期的骨骸，是
迄今史前台湾年代最早的墓葬群
之一，呈现出台湾最古老的聚落
形态。

她说，最让考古团队感动的
发现是，这一墓葬中出土了一位
怀抱宝宝的妈妈。碳 14 检测显
示，这对母子可追溯到 4000 多年
前。考古学家将这位母亲称为

“安和妈妈”，年龄不超过 25 岁，
而怀抱的婴儿仅6个月大。谁也不
知道这对母子为什么被葬在一
起，可能是同时死亡。

墓葬中还发现了一名身高 1.6
米的男性骨骸，考古学家给他起
名“安和爸爸”，他脖子上佩戴着
一枚淡绿色、重 16 克的鲨鱼牙齿
形状的玉饰。考古学家认为鲨鱼牙对当地先民具有特
殊意义。

这个遗址还出土了三连杯、碳化的稻米、小米以及
大量的鱼、石虎、狗、猪、蛇、鸟等动物骨头，反映了
当时人类复杂多样的社会状况与生活样貌。

台湾考古学家臧振华认为，大坌口文化可能是源于
珠江三角洲。这一文化成为台湾史前文化发展的关键。

此次获奖的另一项考古发现——位于台东县的旧
香兰遗址则让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李坤修
倍感惊喜。

1988 年，一位名叫赖阿游的农夫在自家果园中发
现了一具石棺，使旧香兰遗址得以被发现。而 2003年
9月的一场台风让原先被发掘的旧香兰遗址附近的海岸
沙丘下更多的遗存裸露出来。

李坤修介绍，旧香兰考古遗址出土了距今 2100年
至 1200年的金属器，属于新发现的史前文化类型。该
遗址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各种文物，如陶器、玉石
器、玻璃珠等。

考古学家认为，该遗址出土的陶器纹饰与华南青
铜器时代至汉代的印纹陶器之纹饰类型接近，显示出
旧香兰陶器受到华南青铜器时代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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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香港，会展中心，“一
丹奖”颁奖现场。

随着 6000 万港元奖金和两枚纯金
金牌颁发到两名获奖人手中，奖项创办
人陈一丹笑了，为他的教育梦想再一次
得到了扩展。从 2013 年想法萌生到
2017年奖项颁发，“一丹奖”承载着他
的初心，正托举起更多人的教育梦想。

世界最大教育奖

2016年5月23日，腾讯主要创始人
陈一丹宣布捐赠 25 亿港元，设立全球
最具规模的教育奖项“一丹奖”，奖金
额度高达 3000 万港元。巨额的奖励基
金一下子把“一丹奖”推上了“世界最
大教育单项奖”的位置。

“人们关注奖金的规模，只是一个开
始。”当被问及人们是否只是因为奖金高
才关注“一丹奖”时，陈一丹并不讳
言，但他反复引导人们看到奖项背后深
藏的理念——启迪并触发教育的未来。

首届“一丹奖”两名获奖人，一个
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一
个是哥伦比亚新学校基金会创始人兼总
监薇奇·科尔波特。卡罗尔·德韦克用几
十年时间研究儿童成长性思维并提出新
理论，突破了以前对儿童智力发展的认
识限制。而薇奇·科尔波特也同样用了
几十年的时间，通过创建儿童混龄教学
模式，解决了穷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问
题，让发展中国家的500万学生受益。

“从这两位获奖者身上可以看到两
样东西，一是她们对教育的创新，影响
广泛且深远；一个是她们的精神，都是
用几十年的时间，作出了对教育的奉
献。”陈一丹说，“一丹奖”只是一个媒
介，它通向最好的教育理念和成果。

致力贴近教育本质

“一丹奖”的标识设计颇有意蕴。
水墨一笔绘就的“一”字，几何图形的

“门”，晕染点就的如莲盛放的红点，共
同组成了“丹”的造型。而在陈一丹递

过来的名片上，还能看到那个门的后
面、红点的中央，有一个“洞”。“既是
一片‘丹心’，又能‘洞’见未来，表
达出了我们的初心。”。

在陈一丹的教育理念中，回归教育
的本质是根本，而抵达教育本质的法门
却是创新与变革。他认为，获奖人薇
奇·科尔波特的成就恰恰是以解决孩子
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为依归，并以此推进
创新性工作。

作为一名互联网人，陈一丹对创新
有着特殊的偏好和感情。“‘一丹奖’
的评审原则总体是指向未来、强调创新
与变革的可持续性，我们就是要用创新
创造的成果，把好的经验推广出去，让
好的想法造福未来。”

2009年陈一丹开始举办武汉学院，
志在打造“最受尊敬的民办大学”；
2013年，他创办了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探索国内首个“公立非公办”办学模
式。全人的教育理念，“管、办、评”
分开的办学模式，几年下来已是初见成
效，“这都是创新带来的变化和收获。”

用企业精神做公益

说起陈一丹，总要提及他作为腾讯

主要创始人和企业家的身份。2017 年
公布的福布斯中国慈善排行榜上，他
名列榜首。做企业家的同时做慈善
家，陈一丹觉得现在的中国并不乏同
道中人。

“我看到身边有很多企业家，都在
他们所关注的社会领域里推动社会事
业，比如教育、扶贫、自然保护。我们
彼此都有交流，我也深受他们感染。”
陈一丹说，用企业家的精神去推动公益
事业，将会形成一个重要的力量。

中 国 已 进 入 新 时 代 。 置 身 新 时
代，陈一丹对公益事业的信心更足
了。“我个人非常感恩这个时代。当下
是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期，也是中国
公益的黄金期。整个大环境都非常适
合行业发展，法律政策及政府治理等
都在不断完善，而且是以一种开放、
鼓励的姿态，让一批批的企业家、社
会机构根据自己的理念和认识投身公
益。”

“明德创新，解行并进。”陈一丹创
办的武汉学院的校训，也正是他的理念
和行动格言。他表示，今后还将身体力
行、以行践言，吸引更多企业家加入公
益事业。

（本报香港12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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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街坊总会：

“澳门式公益”为城市添姿彩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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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车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有轨电车，也是
香港最有代表性的交通
工 具 之 一 。 叮 叮 车 从
1904 年开始营运，至今
已经行驶 113 年。叮叮
车每次停靠之前，都必
定先发出“叮叮”的提
示音，故而得名。叮叮
车有很多怀旧车型，乘
客坐车时，可以顺便体
验香港的历史风情。

新华社发（王玺 摄）

行摄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