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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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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关于温州施粥亭的照片开始在
网上流传。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老人们的善
举。大多数人看了照片，理解为金融危机，让温
州这样发达地区都要靠“施粥”来帮危济困。某
门户网站上一篇名为《网友热议温州“施粥摊”盼
全国推广渡难关》的引来上万点击量。

对此，许多知情网友却从另一个角度表示
不解：为什么大多数网友不能相信这是自发的
民间慈善行为，而宁愿理解为“饥民图”呢？他
们认为这是对慈善精神的亵渎。“蓝色的天空”

“佛洛依德”等网友说：“它不是金融危机下的
产物，也不是短期行为，而是一种具备常态性

质的民间慈善行为，最宝贵的一点就是，始终
保持质朴的慈善品格，不带任何功利性。”

有专家认为，老人们的这种行为，没有依
赖现代的慈善制度却能运行自如，靠的是大家
的爱心、道德和信义。“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古
典慈善传统的一种复苏。同时，这种越来越多
的民间善举的存在，说明了慈善从来就没有很
高的门槛，通过一碗粥也能实现。”

温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工作人员说：“举
办‘施粥摊’的老人们目前尚未成为正式登
记的民间组织，他们的善举，完全是群众自
发的。” 据《浙江日报》

做善事的温州老人们说，他们去年开销10万元，一直受政府隐性支持

施粥亭开4年了，和金融危机没关系
网友说，这种民间慈善行为最宝贵的是始终保持质朴的品格，不带任何功利性

近日，关于温州施粥亭的事被媒体报道，一些相关照片也在网
上流传开来。大多数人看了照片，理解为金融危机让温州这样发达
的地方都要靠“施粥”来帮危济困。甚至有名为《网友热议温州“施
粥摊”盼全国推广渡难关》的帖子，点击量上万。对此，记者走访了
温州施粥亭，老人们说：“施粥与金融危机没关系。”

12 月 5 日早上 7 时，记者来到温州市鹿城
区永东路社区九州小区，4 幢 B 楼一层的一间
屋子大门已开，门口挂着“红日亭”三个大字，
这就是网上盛传的温州施粥摊“根据地”了。

负责炒菜的朱碎娇老人正在炒咸菜豆
干。负责煮粥的陈松垚老人边忙活边介绍说，
直径 32 厘米的大高压锅，每天他要煮 18 锅，
光大米每天就要用 50 公斤。7 时 40 分，饭菜

都准备就绪后被送至 500
米外的华盖广场。8个老
婆婆开始忙着把粥和菜
盛好。不锈钢的碗都消
过毒，菜是自助的，谁想
吃哪个自己选。8时整，是每天供应热粥小菜
的固定时间。这时，上百个前来吃粥的人已
排了很长的队。

从安徽到温州 7年的钱光宇，在温州开了
一家理发店，当了小老板，他的生意曾经很红
火，没想到妻子半年前卷款离去至今未归，所以
现在他“一无所有”。说起吃粥，他苦笑着说：

“在离开温州到别处创业之前，我想来吃这碗
粥，可以说是吃粥明志。”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一个多小时里来吃粥
的有400多人。老人们说，到了周日会超过600
人。来喝粥的人群中每天都会有新面孔，比如
钱光宇这样一时落魄的外地年轻人，但 80%的
人是经常出现的，还有一些是为了捐钱而特地
赶来喝粥的。

“现在来吃粥的人为什么这么多？是不
是因为金融危机？”慕名而来的人有的这样
问。朱永麟老伯却说：“不是的，施粥与金融

危机没关系。我们施粥不是从今年开始的，从
4年前就开始了。”他还介绍说，红日亭的老人
走了一茬又来一茬，现在这批共有 23 人。叶

宝春是红日亭的总负责人，这位在温州一速冻
食品工厂退休的老工人，由于拆迁搬到了新城
的新田园杨府山，每天要坐 10 站公交车到红
日亭。

管理发票的张明新老人拿出账本，告诉记
者：“12月2日，当天收到捐款3100元。4日，接
受社会捐款5140元。每一笔收款，我们都会给
一个收据并公布。2007年，这个粥摊的费用大
概在10万元左右。现在光是米和小菜的花费，
一天的费用差不多就要 600元。今年 11月份，
我们接收现金捐款3.1万元，开支1万多元。”在
钱款有剩余的情况下，老人们会定期给福利院
和聋哑学校的孩子送去一些礼物和钱。

“在全国上出名后，来捐款喝粥的人特别
多。前两天，一个鞋企老板买来 1000 公斤大
米，一位董事长送来1吨大米，还有个小孩儿捐
了 100元。我还经常接到米店打来的电话，让
我们每月去拿米。”张明新激动地说，社会各界
对施粥亭的捐助越来越多。

朱永麟是这个团队的财务，他说：“现在给
我们捐款的人很多，我们在银行开了户，这样账
目很清晰。现在，我们账户里有20多万。”

一开始，施粥亭曾被质疑“影响市容”。
“靠的就是政府部门对民间慈善的隐性支

持。”经办此事的华盖社区主任章碎英深有感
触。为这个被认定成违章建筑的大棚，章碎英
向有关部门为老人们“担保”：决不会出现影响
市容影响交通的情况。今年 5月 1日，社区里
向规划部门“报批”，并将原来的大棚扩大了。

周忠是温州市政园林局公园管理处主任，
他告诉记者，刚开始，公园管理处对老人在华
盖广场摆施粥摊有过不同意见。后来老人们
一心一意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把公园管理处
的人打动了，不仅同意他们在公园设点，而且
在公园增设了厕所，还特意安排两名清洁工帮
助清理现场卫生。

“没有这些背后的支持，我们一帮老家伙
光有善心，什么事也办不成啊！”朱碎娇老人
说，每年夏天烧“伏茶”，温州中医院都专门免
费给他们提供中草药。他们的锅炉用柴油，石
油公司不但议价保障供应，而且每周送货上
门。在他们刚起步最困难的时候，五马街道办
事处给他们送来了 1 吨大米和 1.5 万元现金。
社区和新青年志愿者都常来现场帮他们维持
秩序。

现在摆摊施粥似乎“名正言顺”起来。但
是大家还有一个心愿：榕树下临时搭建的这个

“红日亭”不是长久之计，期待在旧城改建中被
拆迁的红日亭，能早日规划重建，有一个真正
的老人亭。

施粥亭一天的费用要600元

“慈善从来没有很高的门槛，一碗粥也能实现”

琳琅满目的下粥小菜琳琅满目的下粥小菜

领到粥的人都津津有味地吃粥领到粥的人都津津有味地吃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