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钱才能好办事

实习生 惠平平 记者 赵莉

各种大型赛会上，有他们忙碌的身影和亲切的微笑；农民工子女身边，有他们关爱的陪伴；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之后，他们也会以最快的速度赶

到；平民百姓中间也会经常感受到他们的关爱……他们不图名不图利，他们总是在默默无闻地做着志愿服务工作。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

志愿者。那么，我省志愿者队伍发展现状如何？志愿者们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是国际志愿者日，本报记者日前走进团省委进行了采访。

现状：服务领域在扩大
“2008年省青年志愿者协会第二次会

员大会以来，全省各地加大动员力度，志愿

者队伍的规模和质量不断提高。”团省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截至目前，我省常年参加

志愿服务的注册志愿者超过60万人，全省

广大青年志愿者已累计向社会提供306万

人次志愿服务。

据介绍，随着志愿服务领域的不断扩

大，正从以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为主体向

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拓展，涌现出未成年人

保护志愿者、艾滋病防治宣传志愿者、大型

赛会志愿者、消防志愿者等志愿服务群体。

“我省志愿者队伍在不断壮大的基础

上，也根据各类服务项目需求的增加，逐步

吸纳了一批有专业技能的群体进入志愿者

队伍。”团省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了解到，我省现在拥有多支具备专

业技能知识的志愿者服务队伍。比如说，

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志愿者是由熟悉青

少年政策法规和成长规律的执业律师、心

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组成，为青少年提供

法律、心理和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省关爱

“留守未成年人”志愿者服务总队是由来自

不同领域具有未成年人工作经验的志愿者

组成，针对留守未成年人开展学习帮扶、普

及法律知识、宣传网络文明等服务活动。

趋势：队伍更加专业化

做的是午饭，装的是满满的爱心
今日是国际志愿者日，记者带你走进志愿者的世界

“全省青年志愿者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

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团省委相关

负责人坦言。

据介绍，我省志愿者队伍的规模与全省

人口基数相比，社会的参与面、服务的覆盖

面还比较低，全社会自觉参与志愿服务的

风尚有待进一步形成；各级志愿者机构的

设置还不尽合理，在人员配备上缺少制度

保障，组织网络还不够健全；不少活动对志

愿者的服务要求多，而提供必要的保障少；

志愿服务的激励方式比较单一，缺乏应有

的培训条件和专业训练等。

问题：社会参与面较低

12月2日，记者在社工徐瑶的陪同下来

到省城琥珀街道民生社工服务社送餐中心，

远远就看到一位六十岁左右瘦瘦的阿姨正

在煤气灶前烧菜。这位阿姨就是志愿者杨

万荣，自去年8月份琥珀街道民生社工服务

社送餐中心成立时，她就一直在这里义务给

老人们做饭。

“我家住在四里河，每天早上八点从家

走，买好菜就到这边来。”正在忙碌的杨阿姨

告诉记者。

徐瑶告诉记者，杨阿姨每天十一点就要

做好三菜一汤，而且要分配好，放在保温饭

盒里。送完饭，杨阿姨回来后还要洗饭盒、

打扫卫生。忙完这些自己才吃中午饭，因此

一般要到下午一点她才能回家。

问及老伴有没有反对，杨阿姨表示一开

始老伴不是很支持，因为中午没人给他做

饭。后来，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没有人帮他们

做饭，老伴开始支持，“还开始学会自己烧饭

做菜了。”

故事：为老人做爱心饭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对于不少担

保公司来说，年底可能是个大关，就看能

不能闯过去。”昨日，在一家投资管理公司

的理财及融资年终研讨会上，一位民间投

资机构的相关负责人透露，如果企业资金

链撑不过“年关”，担保公司将会“无米下

锅”，进而面临资金链全面断裂的危险。

据一名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合肥部

分从事民间借贷的担保机构存在着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高利转贷、洗钱、金融

传销等不合法现象。“房地产是担保公

司业务的大客户，今年调控政策一直没

有放松，开发商资金链越绷越紧，接受

放款的企业因为高息压力、资金链断裂

等原因无法还款，会导致不合法的民间

借贷机构陷入困境。”

一边是民间资本的出口越来越少，

一边却是中小企业直喊“钱紧”，如何让

民间金融服务机构更阳光？记者了解

到，从去年起，一种新型的“金融红娘”

模式登陆合肥。

“对于想理财的人来说，它为大量民

间资本寻找出路；对于缺钱的中小企业

或个体户来说，它又在短时间内缓解了

资金的压力。”安徽正邦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赵金梅介绍，作为合肥首家以中介

模式出现的借贷担保公司，他们正在“试

水”一种叫“福元运通”的新型借贷模

式。据了解，这种新型借贷3～5个工作

日可放款，分期付息。“福元运通更像是

一个‘红娘’，采取体外循环方式，通过专

业化运作和风险控制管理，为民间借贷

双方搭建一个安全高效的平台。”

我省担保公司迎来年底“大考”

省城“金融红娘”为资本与企业牵线

星报讯（星级记者 宛月琴） 在中小

企业普遍“喊渴”的情况下，商会的“集体

效应”就体现出来。记者昨日从金融部

门了解到，我省探索出商会融资的几种

新模式。

“商会授信”模式。如安徽省管材商

会，一次接受银行授信1个多亿，一举解

决了商会内部会员企业的资金难题；

“联保贷款”模式。2010年，蚌埠市福

建商会与银行合作，通过“联保贷款”融资

模式，帮助具有市场前景的中小会员企业

有效缓解融资难题；

“互保基金”模式。合肥市钢铁贸易

商会由六家常务副会长以上单位作为发起

人，设立合肥市钢贸互保基金，委托合肥市

创新担保公司管理运作。创新担保公司根

据担保管理办法，自主进行风险评价和判

断，将符合条件的钢贸企业推荐给金融机

构，为钢贸企业架起与银行沟通的桥梁；

“担保商会”模式。中小企业自发成

立的具有团体法人性质的会员制担保机

构，会员企业加入担保商会需交纳一定的

担保基金，贷款不交纳任何费用，不增加

企业负担，并可以顺利地实现贷款融资。

商会“撑起”中小企业融资新天地
联保、互保等四种模式，让抱团成为力量

我省一项调查显示

无证行医“挠痒处罚”
星报讯（冯立中 记者 胡敬东） 不疼

不痒的处罚，被人戏称为“挠痒处罚”，而不

少卫生监督机构对无证行医者的处罚就是

典型的“挠痒处罚”。我省近日开展的一项

调查显示，平均每个无证行医案件罚款仅

1984元、没收非法收入仅140元。这种“挠

痒痒”式的处罚成了很多地方无证行医屡

禁不止的主要原因之一。

“租间房子就能开诊所”是目前一些地

方无证行医的生动写照，这导致违法成本

低且利润丰厚。由于处罚太轻，且流动性

很大，一些非法行医者一被查处就溜之大

吉，换个地方重新开张。专家分析说，虽然

法律规定对无证行医最高可以罚款 10 万

元，但为了能够执行到位，很多地方都大幅

降低了罚款额度。

裕溪闸明年底试通航
星报讯（记者 王玉） 记者昨日从海

事部门了解到，裕溪、巢湖复线船闸正在加

速起航，预计明年底试通航。届时，合肥的

水上货物运输提速，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和合肥经济圈水运经济发展

敞开水上“大门”。

裕溪船闸兴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位

于裕溪河入江口4公里处，系整个巢湖流域

防洪、灌溉、排涝、发展航运的主体工程，也

是省会合肥和整个巢湖流域通江达海的最

后一道关口，在合（肥）裕（溪）航道上，有着

“通江第一闸”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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