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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时，爱德基金会“小额信
贷”项目已经在沧源县境内各乡
村开展起来，群众基础良好。 在
小额信贷施行 4 年后，由于每个
村子的“5 户联保”数量增多，各
村又相继成立了中心活动组。 更
大的乡村社区综合发展计划正
在酝酿。

最终 2005 年 10 月 23 日由
444 人组成的纯民间组织“沧源
爱德乡村发展协会” 正式成立，
成为各村中心组的总部，服务于
旗下 8 个分会和 50 个自然村中
心活动组。

群众参与的试验样本

“小额信贷”帮助农户促进
农业生产，提高收入水平，但当
地基础设施落后这样一个不争
的事实却仍制约当地农户经济
生活发展。 此时，爱德基金会准
备在乡村实施的社区综合发展
项目已经蓄势待发。 根据爱德
基金会倡导社区综合发展理
念，施行“三方共建”。“爱德投
入”、“政府补充”、“百姓出工”
的方式， 一个社区综合发展之
网就地铺开。

“中心活动组的出现使我们
意识到社区综合发展的机会来
了。 ”李娟说，“强调群众参与是
我们的初衷，这种参与从源头上
开始。 协会不强调一定要修哪些
设施， 基本都是听群众意见，百
姓上报， 协会专家综合决策，百
姓再投工投劳参与。 ”

“后村的近千亩土地都是村
民们挑水自发灌溉的，不懂得雨
水收集， 土地前的一条沟渠底
浅，土地经常下雨被淹，我们就
希望能够改变一下，但当时一没
技术、二没资金，动不了。 ”肖丽
华说。

共同的抱怨被民良村部分
村民反映给爱德乡村发展协会

中心组，通过逐级上报到沧源县
爱德乡村发展协会，协会很快同
意进行改善， 并派专家前来指
导。 在沧源县勐莱乡民良村及各
村“河道治理”、“灌溉沟渠”、“人
行桥”、“垃圾池”、猪圈砌垒等发
展项目逐步推进起来。

肖丽华被选为村妇女主任
后，接手的第一桩任务就是建设
民良村的“河道治理”和“灌溉沟
渠”项目建设。

民良村的“引水灌溉”、“沟
壑扩建”看似顺利，但真正推行
起来也破费周折。 与肖丽华不同
的是，民良村一些群众并没有接
受教育，让他们参与到社区综合
发展项目的决策中来有一定困
难。

“通过反复告知，一户人家
多次宣传， 希望村民们能来投
票， 参与社区综合发展决策，不
会落下一个村民，这是我们自己
的事。 ”肖丽华说。并且要向村民
讲述投工投劳的方式，来自己解
决自己的问题：当涉及当地集体
实施的一些项目, 与农民切身利
益有关，实施这些项目在国家投
资的情况下，需要集体自筹一部
分资金， 但集体又没有自筹能
力，从农民手中集资也不是很好
的办法，为了解决这部分资金问
题， 就需要农民无偿的投工投
劳。

目前，“河道治理”、“灌溉沟
渠”两项工程已经完工交付。

2008 年在四川汶川地震后，
四川绵竹卧孕村被确立为爱德
基金户资助对象， 就在那一年，
爱德基金会开始社会综合发展
理念根植于当地，让灾区群众参
与项目决策成为必须。

“即便是再难，群众知识水
平再低， 也需要让他们参与决
策，否则就失去了社区综合发展
项目意义，这需要找对方法。 ”爱
德基金会资源发展中心资源发
展总监李洋说。

当时，为了在社区建设一个

临时卫生站，灾区民众都有着不
同意见，一些知识水平低的民众
并不能将自己意见很好表达。
“为了保护他的表决权， 我们想
着通过将实施决定选择化的方
式让灾区民众参与。 ” 李洋说，
“用三个竹筐分别代表三种不同
实施意见，知识水平低或者难以
理解的居民就通过将石子放入
竹筐的方式来表达，换了种表达
形式达到参与效果，这是我们想
要的。 ”

现在在肖丽华的带领下，民
良村中心活动组的歌舞表演队
已经成立，经常会定期到其他村
寨歌舞表演队中进行 PK。

目前，沧源县爱德基金会综
合发展项目已经进行到第三期，
将南滚河生态自然保护区内的
群众确立为综合发展项目计划
对象。

与政府的互动合作

从 2001 年爱德基金会在云
南沧源县实施“小额信贷”项目
开始， 与官方合作就从未间断
过。

云南省政协智力支边扶贫
办公室主任张冲生对《公益时
报》记者表示：“‘小额信贷’刚进
入沧源县后，政府就意识到这是
一个不错的民间项目，很快就在
省政协机构智力支边扶贫办公
室中以合作形式成立了‘爱德项
目办’（注“两块牌子一套人
马”），以政府与民间联手方式共
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 ”

2008 年沧源县政府又批准
了《沧源爱德乡村发展协会拓展
方案》， 并在沧源县范围内吸收
会员，同时成立了项目协调办公
室、人才培训中心、文化教育发
展分会、农村环保分会、卫生与
保健分会、妇女发展分会、产业
发展分会、科技推广与普及分会
等 8 个下属机构，并在乡镇设立
联络员。

根据“沧源县爱德乡村发展
协会” 提供数据， 截至 2013 年
底，协会会员总数达 4279 名，其
中农民会员 2723 名 ， 占总数
95%； 机关会员 145 名， 占总数
5%；少数民族会员 2803 名，占总
数 97.7%。

沧源县政协副主席、爱德项
目办公室主任王卫权对《公益时
报》记者表示：“协会中社区群众
占大多数，吸收和自我加入机关
会员在全县综合社会发展项目

中都可以起到智力帮扶和有效
决策的作用。 ”

截至目前，从 2001 年开始推
行的爱德基金会沧源小额信贷
项目经过 14 年发展已覆盖至沧
源全境，通过培育农民种养殖方
式， 增收模式也呈现多样化，同
时在自治组织爱德乡村发展协
会下还发展了个各村中心活动
组， 组织起自己艺术文化队伍，
对传统文化挖掘和保护起到了
作用。

（上接 08 版）

民良河治理前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