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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河南省焦作市相继成
立了42家“爱心超市”，旨在为爱心
单位和个人搭建捐助平台，用市场
化运作的手段，帮助更多低保户和
低收入家庭解决实际生活困难。以

“劳动力换物品”的管理模式为全国
所关注。最初设想是，所有的物品
都是一个爱心价，一个市场价，盈利
的部分用来补充新物品，滚动式发
展，被认为是“让困难群体有尊严地
领取东西”的典范。运行5年之后，

“爱心超市”并没有按照最初设计的
市场化模式发展，而是成了一个民
政部门、慈善部门发放物资的救助
点。事实上，这并不是焦作“爱心超
市”特有的现象，也是全国大多“爱
心超市”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晚报记者 王战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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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焦作爱心超市的5年之痒

“从字面上理解，爱心超市本质上是慈善，
运作上应该是超市。也就是说，通过超市化的
运行手段，达到扶危济贫和救灾解难的慈善目
标。”河南工业大学老师王继发说。

而从目前焦作市爱心超市的运行现状来
说，慈善味很足，就像一个慈善救助点一样，并
没有超市的形式。

从2003年5月18日全国第一家慈善超市
在上海成立，到 2005 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要
求“推广慈善超市”，爱心超市在我国大多城市
已经走过了5年的历程。

目前，仅在上海，“慈善超市”真正按超市
经营管理，有专门的收银台、引导员，采取现金
交易，实现了募捐、帮困和变现功能。更多的城

市，爱心超市基本上沦落为一个慈善机构的临
时救助点或者仓库。爱心超市的运行之难，也折
射出大多地方建立爱心超市仅仅是形式上简单复
制，并没有对当地苦难群体的需求和社会募捐的供
应做过详细的调查，更谈不上如何根据各个爱心超
市的地域不同制定合理的市场化运作方式。事
实上，更需要的是一个长效机制。

爱心超市最初设想的资金和物资来源有三
种渠道：政府下拨、社区筹集、辖区企业和爱心
人士捐赠。

学生路社区位于焦作的商业区，辖区 20多
家企业，靳英英说，爱心超市成立后，他们曾多
次向辖区的企业“化缘”。起初，企业非常踊跃，
随着时间的推移，热情逐渐退去。

靳英英曾给一些商场企业这样商量：“能不
能把一些即将过期的，或者积压的物品捐赠给
爱心超市，然后由社区及时发给困难群众。”

但即使这样的要求，大多企业也并不情
愿，“它们宁愿把这些滞销品返回供货方，
减少自己的损失”，靳英英分析，主要的原
因还是辖区企业规模小，加之受去年金融
危机影响，自身运转尚有困难，大量捐助显
得不现实。

作为另一个主要捐助来源，爱心市民捐助
比较踊跃，但是捐助的大多是一些旧衣物，其他
物品和捐款寥寥无几。

一个特例是，一低保户想要台电视机，恰好

辖区一居民更换家具，将自家的旧电视捐给爱
心超市，低保户欣喜地抱回家。“类似这样的巧
合，几年也难得一遇。”靳英英说。

现在超市物品最主要的来源还是民政、慈
善部门逢年过节发放的救助物资，靳英英说：

“其实叫救助点更为合适。”
2010年 1月 19日，焦作市学生路社区爱心

超市，靳英英指着旧衣物，自言自语：“如果把这
些旧衣物改制成‘个性环保手提袋’，卖给周边
的大型超市、商场咋样？”

低价供货的爱心超市
2005年成 立 ，旨 在 搭 建

捐助平台，帮助低收入者解
决困难

这是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玻璃门
上贴着碗口大小红色“心”字形标志和
黑色中、英文“爱心超市”字样特殊的图
文组合，格外引人注目。

2010年1月19日，焦作市解放区民
生街道学生路社区。

超市四周靠近墙壁放着货架，暖
水瓶、不锈钢锅、洗头膏、牙刷、香
皂、书包、儿童玩具、文具等物品有序
地摆放着。与普通的超市最大的不
同，这里没有收银员，不对外开放，购
物不需要现金。

耿春兰来到超市，凭借参加社区公
益劳动得到的积分，又补了几元钱的差
价后，“买”了一条爱心价为20元的军用
褥子。

“爱心超市里虽然物品没外面的
全，但价钱低，同样的褥子在外面得
花 30 多元才能买到，对咱老百姓来
说，能省几元钱就是很大的实惠了。”
耿大姐说。

耿大姐是社区的低保户，1998 年，
她和丈夫先后下岗，由于丈夫身体不
好，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在了她
一个人身上。她在小餐馆刷过碗、在超
市里打过杂……

与直接给她捐助相比，爱心超市这
种通过劳动购买物品的方式，耿大姐觉
得踏实。

“以前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领
导往家里送点东西。其他时候，缺
什么东西也不好意思张口。即便社
区干部知道了，也得一层层向上汇
报，等东西发下来不知道得多长时
间？”耿大姐说。

据了解，解放区是焦作市的老城
区，约 27 万人，像耿大姐这样的困难
户就有 2300 户、6248 人，仅学生路社
区59户、156人。

社区主任靳英英说：“都在同一个
社区居住，周围的居民对低保人群有一
定的了解，捐赠其实很方便。但是，低
保户不好意思开口索要，想要捐赠的人
也不便直接送上门去。”

2005 年，学生路社区建立了焦作
市首家爱心超市，旨在为爱心单位和
个人搭建一个捐助平台，帮助像耿大
姐这样的低保户和低收入家庭解决
实际生活困难。

2005 年以后，解放区内各社区先后成立了
42家爱心超市。

但随着爱心超市的普遍建立，问题也随之
而来：一些物品开始“严重缺货”。

“柴米油盐等生活消耗品‘很紧俏’，一些冬
季用的棉衣棉被需求也很大。”焦作市祥和社区
一负责人说，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建立一种制
度来调控”。

激励制度很快出台：凡属没有劳动能力的
低保户，每个月凭借社区发放的爱心卡到爱心

超市，可以免费领取 1～3件自己需要的生活用
品；但是，对一些有劳动能力的低保户或贫困边
缘家庭等弱势群体来说，他们要参加一定的社
区公益事务来免费领取物品。

“比如这块香皂，市场价为两元钱，爱心价
则为1.5元。”指着货架上的物品，学生路社区主
任靳英英介绍说。

“超市内的物品都标注了两个价钱，弱势群
体来购买就享受爱心价（物品进价）。而参加了
社区公益劳动的弱势群体，积满3分就可以免费

领取这块香皂。”
“每参加大约一个小时的社区工作，比如打

扫卫生、照顾老人等，就可以积 1分。”靳英英解
释说，这样做的目的，一是避免爱心物品被随意
领取；二是培养有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的自立
意识：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

“爱心超市的创办，有效地整合了社会慈善
资源，让有困难需要帮助的群众能够有尊严地
到爱心超市来选择、领取自己生活需要的物
品。”靳英英认为。

2009年1月，张增风领取书包1个；
2009年12月，芦东花领取裤子2条。
…… ……
这是爱心超市发放明细表上的部分发放记

录。
爱心超市建立之初，靳英英踌躇满志，她这样

设想未来的运行：超市货品琳琅满目，面对公众开
放，所有的物品都是一个爱心价，一个市场价。

“盈利的部分用来补充物品，滚动式发展。”
靳英英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了一条爱心超市的自
我救赎之路。

现实迅速地让她碰壁，学生路社区地处焦
作市商贸中心，出社区几百米就是焦作市最繁
华的商业区。爱心超市物品种类单一，规模小，

根本无人问津。
2010年1月19日，学生路社区爱心超市，写

着“药品”的柜台上，空空荡荡，除了几个塑料袋
和盒子。

“超市刚成立那会儿，这里的物品相对来说比
较齐全。比如这个药品柜台，虽然不像大药店那
样齐全，但治个头疼脑热的药还是有的。”靳英英
说，超市运行以来，入不敷出，柜台自然就空了。

爱心超市的市场化运行自此搁浅，现在超
市内能够看到与市场化相关的，只是超市货架
上散落的几个小牌子，写着：爱心价多少，市场
价是多少。

在焦作市另一家爱心超市，记者看到，超市
里摆放有 3个货架，每个货架分 4层，每层都放

满了物品。仔细查看后发现，其中 10层货架上
摆放的都是旧衣服，其余 2层，一层放着几个暖
水瓶，一层是几个旧儿童玩具。

根据爱心超市发放明细表上的记录，记者
电话采访了几位低保户和困难家庭成员。在问
及他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必需品时，他们不约而
同地提到了米、面、油、盐……

一位爱心超市负责人直言：“这些物品在爱
心超市中极为短缺，一般逢年过节送温暖时，超
市里才有条件发放。”

爱心超市原定的营业时间是，每周一至周
五，每天8时至11时30分、14时30分至17时30
分。而在记者采访时，几乎所有的爱心超市大
门紧闭。

参加劳动方能领物品
一个小时的社区工作积1分，防止随意领取，培

养自立意识

入不敷出致经营之困 现实冲击理想，市场化运行搁浅，短缺米、面、
油、盐……

起初，企业非常踊跃，随着时间的推移，热情逐
渐退去

无法预期的主需货源

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模仿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