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链接

    慈善，事关第三次分配，改善着收入

和财富的分配格局。开展慈善活动，应当
遵循合法自愿、诚信、非营利原则，不得违

背社会公德，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上海市慈

善条例》明确，依法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
发展，助力提升城市软实力。

信息公开

本市建立健全慈善信息统计和发布
制度。市民政部门应当每年向社会发布本

市慈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

本市依托大数据资源平台整合慈善

相关信息和数据资源，提升慈善信息平台
的功能， 实现全市慈善数据的统一归集、

统一管理和共享交换。

捐赠人有权向慈善组织查询其捐赠
财产使用情况的有关信息, 慈善组织应当

在十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捐赠人对答复
有异议的，可以要求慈善组织进行核实；经

核实仍有争议的， 捐赠人可以提请民政部
门依法进行核查。

信息保护

捐赠人要求对其捐赠行为、捐赠财产
等有关信息不予公开的，慈善组织应当尊

重捐赠人的意愿。

慈善组织资助受益人时，应当尊重受

益人的人格尊严；对涉及受益人隐私的信
息，未经受益人同意，不得向社会公开。

税收优惠

慈善组织及其取得的收入依法享受税
收优惠。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捐赠财

产用于慈善活动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市财政、税务、民政等部门应当依法

及时确认和公布具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的慈善组织名单。

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

捐赠人向慈善组织捐赠实物、有价证
券、股权、知识产权等，免征权利转让环节

的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慈善组织的公益性建设和服务项目，

依法减免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资金支持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依
法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

慈善组织向社会提供服务。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向慈善组织购买服务，

应当将慈善组织的管理成本纳入项目预算。

对符合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原则和

范围的慈善项目，可以通过公益招投标等

方式，由福利彩票公益金予以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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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
今表决通过《上海市慈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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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姚丽萍

慈善超市、食物银行、社区基金会……这都是社区慈善
和慈善文化的一个个鲜明符号。

今天上午，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35 次会议表决通
过《上海市慈善条例》。立法动员全社会支持慈善、参与慈
善，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申城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完善基层社会治理，这些
特征鲜明的“慈善符号”，如何传递慈善公益的温度和力量？

身处闹市大有可为    福州路上海书城对面，就是外

滩街道慈善超市。要是不看店招，
一准以为进了时髦的百货小店。

你看，200平方米的店面，整

洁有序，不同区域，不同货品。左边
是服装区，这阵子销售的外套、裙

装，都是一位法国设计师的作品；
中间有各类文创产品，一块块手

工香皂，出自“阳光之家”残障人士

之手；右边货架上摆满陶瓷器皿，
均由一家外贸公司捐赠……一路

看下来，琳琅满目，都是好东西，
“关键是———物美价廉，价格通常

只是市场价的两三成。”店长潘琰
斌正在跟收银员盘点，准备网上

销售的货品，没错，慈善超市是线

下、线上“两条腿”走路。
2020年 1月，经过半年改造

升级，全新的外滩街道慈善超市开

张啦！外滩街道无偿提供店面，中

国首家 O2O慈善商店“善淘网”负
责运营，就像所有的慈善超市那

样，汇集社会捐助，出售捐赠物资，
回笼资金专项用于帮困救助；而独

特的地理位置，更决定了这家“闹
市里的慈善超市”大有可为。

如何大有可为？“起码，有四

大功能。”外滩街道办事处服务办
主任王舒逢人就要做广告。

第一，提供志愿服务。身处闹
市，楼宇众多，慈善超市为社区单

位、企业白领、社区居民搭建志愿
服务平台，招募志愿者服务，让公

益成为街区新时尚。
第二，开展帮困救助。超市里

有面“心愿墙”，社区困难家庭需

要啥，“心愿卡片”贴上墙，爱心企

业和社会人士定期帮助实现“微
心愿”，让公益温暖人心。

第三，助力残疾人就业。这家
超市，也是残疾人就业实训基地，

提供培训机会和就业岗位；同时，
出售残障人士手工制品，让公益

播撒获得感、成就感。

第四，实现精准扶贫。超市
里，就有对口云南孟连县的扶贫

援建项目。超市一角，落地窗旁，
两三只圆角沙发，一台专用咖啡

机，现磨云豆咖啡，客人们买杯咖
啡喝，就为云南人民献了爱心。咖

啡机旁，还有“对口援建产品展示
区”，陈列着孟连农副产品，扫扫

二维码下个单，也是“随手公益”。

另外，跟上海书城面对面，超

市里自然少不了图书捐赠，爱书人
常来捐赠旧书，也成了一大特色。

未来，闹市里的慈善超市，还
能做得更大吗？能！立法鼓励支持

在社区设立慈善超市，承担社区
慈善款物接收、慈善义卖、困难群

众救助、志愿服务、便民服务和慈

善文化传播；同时，鼓励符合条件
的慈善超市登记为社会服务机

构，或者委托第三方社会组织运
行慈善超市。“善淘网是中国首家

在线慈善商店，与社区街道合作
后，善淘已经在上海开出了 15家

门店，外滩店便是其中之一。”潘
琰斌说，有了立法支持，慈善超市

将成为社区企业、楼宇白领、社区
居民共同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搭

建新型救助模式的时尚平台。

临期食品杜绝浪费    在申城，时间银行，早已不是

新名词，志愿者奉献时间做公益，
作为一项激励制度，“时间银行”

为志愿者存储公益时间，以便将
来兑换同等服务时间。如今，食物

银行来了，能派什么用场呢？
每天上午，上海浦东新区峨

山路的绿洲食物银行门口，人们
会排队领取临期食品。迄今，这家

食物银行授权全国各地的 304家
非营利机构、社区、学校作为分发

点，共有 5万多名志愿者，参与临
期食物分拣派发。自 2014年成立

以来，绿洲食物银行共帮助 239

家食品厂商，将 1000多吨临期食

品，免费派发给需要帮助的 100

多万人次。
不久前，这家食物银行开出

了网店。一来，若单靠线下门店模
式，人力成本高，发放效率、受益

人群受限；开通网上食物银行，大
幅提升运行效率，覆盖更多人群。

二来，网上下单免费领取，让受助

者不尴尬。
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反食品浪费法》。节约光荣，浪费
可耻，法律倡导的社会风尚，要深

入人心，就需要有更多创意和实

践，比如，食物银行。

食物银行，让临期食品成为
流转起来的社会资源，帮助真正

需要帮助的人群，以慈善公益的
方式，既减少社会资源浪费，又倡

导厉行节约的社会风尚。“临期食
品不是过期食品，在保质期内正

确储存，可以放心食用。”上海绿

洲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李冰说，
食品捐赠、入库、分发等每个流程

都会详细记录在案；企业捐赠也
有详细的审批流程，保障食品安

全，操作卫生、员工健康、运输贮

藏都是关键指标。

迄今，绿洲食物银行未出现
过一起投诉，未发生过食品安全

事故，正缘于可靠的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今年，食物银行之所以能

开出网店，除了食品安全有保障，
也得益于便捷的交通网络、发达

的物流体系，让公益能量不局限

于一地，而是惠及更多人，真正实
现投入公益物尽其用。

其实，无论时间银行记录公
益时间，还是食物银行派发临期

食品，这两种“银行”里，储蓄的，
都是慈善公益的创新和创意，以

及由此陶冶出的社会新风。

人人都是社区软实力    市民翁联辉，是一位企业家，

也是公益组织———“城市爱心共
助会”的负责人，这个共助会是申

城首个街道社区层面的慈善公益
组织。

2003年，五里桥街道辖区内
的上海世好餐饮等十来家民营企

业共同发起组建了这个共助会，

上海“吉祥馄饨”的当家人翁联辉
被推选为会长。10年间，参与企

业发展到上百家，累计筹集资金
上千万元，受助家庭上万户。

时间不停步，社区公益继续
成长。2017年，五里桥社区基金

会成立。5年来，这个社区基金会
致力于民间参与、随手公益、众筹

爱心、社会化帮困，弘扬公益慈善
理念。过去一年，社区基金会共筹

集到 27.5万元善款，用于适老化

改造、助残融合、特殊儿童社会工

作服务，扶贫帮困等项目。
今年“十一”前夕，“和美五

里 ·公益伙伴日”开幕了，一场拍
卖会别开生面。拍品，是一幅幅水

彩画，画风稚气生动，画作主人，
是一群特殊儿童。原来，由社区

基金会牵线，华东师范大学附属

卢湾辅读实验学校、上海市黄浦
区特殊教育职业学校携手上海

国拍商品有限公司，推出了这场
社区拍卖会。所有拍品，都来自

辅读实验学校、黄浦区特殊教育
职业学校的特殊儿童，拍卖所得

将定向用于特殊儿童文创产品
开发与制作。同时，由社区自治团

队、文体团队联合会开发“星愿福

袋”作为附赠，感谢爱心人士关爱

特殊儿童。

《上海市慈善条例》第 36条
说，本市支持设立社区基金会，募

集慈善款物，组织开展或者资助

开展社区公益慈善活动和项目，

发展社区公益事业，参与社区治
理。“未来，申城将涌现更多社区基

金会，目标是———人人公益，人人
都是社区的软实力! ”翁联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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