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傳大愛傳大愛傳大愛傳大愛」，」，」，」，既運動又行善既運動又行善既運動又行善既運動又行善，，，，請積極參加公益金百萬行請積極參加公益金百萬行請積極參加公益金百萬行請積極參加公益金百萬行 2012 第 29屆公益金百萬行將於 12月 9日上午 10時在孫逸仙大馬路近觀音像前舉行起步禮，隊伍緩步沿媽閣上街行至終點媽閣廟前地，全程約 3公里，需時約 50分鐘。 百萬行已踏入第 29個年頭，活動參加人數一年比一年多，氣氛也一年比一年熱鬧，去年共籌得了
1,300多萬元善款。公益基金會嚴格恪守“善款善用，涓滴歸公”原則，把善款落實到幫助有需要的貧困人士以解燃眉之急，及各種扶貧助學和社會公益等方面，真正起到為市民百姓分憂解困的作用。 “為善最樂，與善同行”的公益金百萬行，已逐漸成為了澳門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公益基金會同仁將繼續義不容辭地推廣慈善和實踐慈善，不斷總結經驗，盡最大努力進一步開拓澳門慈善事業新局面。 

 

援助項目援助項目援助項目援助項目 公益基金會理事長梁維特匯報公益基金會一年來的工作概況，介紹了該會五種援助項目，分別為緊急救援及重見光明計劃、公益援助、訪貧問苦關懷老弱殘障、教育助學、團體關注。 截至今年 10月，公益基金會共資助了 97人，為 112隻眼睛進行白內障等手術；批出公益援助個案 143宗；春節送慰問金給貧困家庭以及多家安老院、護理安老院、兒童院、弱能人士及傷殘人士院舍，惠及 2,091個家庭及 1,454人；資助兩個社團的活動經費；另，今年雲南彝族良縣地震災情嚴重，基金會緊急撥出 100萬元善款捐助災區，助受災民衆解燃眉之急。以上四項援助合共捐出善款 600多萬元。 教育助學方面，公益基金會今年繼續發放 “清貧學生學習補助金”和“入讀大專首年援助金”，受助學生共 1,149人，撥出善款總額為 2,056,500元。今年該會還首度推行“飛躍進步生擴闊視野活動津貼計劃”，共有 16 所中學申請並獲批核，將於明年 1至 8月期間舉行，期望活動能鼓勵學生發奮向上。 

 

收集善款收集善款收集善款收集善款 今年百萬行的起步費與往年一樣，善款收集地點包括：中國銀行（澳門）、大豐銀行、國際銀行、匯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澳門）、氹仔坊衆聯誼會、路環居民聯誼會，以及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辦事處（澳門日報大樓 11 樓）。如用支票支付善款，抬頭署“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11月 5日起接受報名及接收善款，銀行截止收款日期為 12月 5日，公益基金會則全年繼續接收善款。 

 

沿途演出沿途演出沿途演出沿途演出 今年百萬行繼續獲業餘體育會派出龍獅隊沿途演出，警察銀樂隊、學校樂隊亦應邀在各定點演奏名曲，聯同鮮魚行醉龍表演，沿途為慈善大軍加油打氣壯聲威。 

 

 

 以上資料摘錄自澳門以上資料摘錄自澳門以上資料摘錄自澳門以上資料摘錄自澳門商商商商報報報報 2012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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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公益金百萬行活動澳門公益金百萬行活動澳門公益金百萬行活動澳門公益金百萬行活動：：：：從特首到平民都踴躍參加從特首到平民都踴躍參加從特首到平民都踴躍參加從特首到平民都踴躍參加 

澳門日報總編輯陸波來深介紹澳門日報總編輯陸波來深介紹澳門日報總編輯陸波來深介紹澳門日報總編輯陸波來深介紹“公益金百萬行公益金百萬行公益金百萬行公益金百萬行”經驗經驗經驗經驗    從行政長官到平頭百姓，從耄耋老人到懵懂幼童，每年 12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浩浩蕩蕩的人群面帶笑容，輕裝上陣，行走在澳門街頭。這一場景，澳門人已經習以為常，這便是在澳門已經舉行過 28屆的“公益金百萬行”活動。   作為澳門“公益金百萬行”的發起機構，澳門日報讀者基金會是澳門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公益機構之一。昨日，澳門日報總編輯、澳門日報讀者基金會副會長陸波一行專程來深，為深圳正在籌辦的首屆“公益金百萬行”活動“傳經送寶”，並與深圳市關愛辦主任、深圳報業集團黨組書記、社長黃揚略，深圳特區報總編輯陳寅等進行了交流。陸波表示，“公益金百萬行”活動在澳門已經舉辦多年，相信深圳也能夠將這一活動辦得有聲有色，作為組織方，深圳特區報與澳門日報可以更多地交流經驗。  
        熱心讀者發起讀者基金會熱心讀者發起讀者基金會熱心讀者發起讀者基金會熱心讀者發起讀者基金會   陸波首先介紹了澳門日報讀者基金會的來歷。澳門公益氛圍濃厚，傳統媒體有相當強的公信力，在澳門日報讀者基金會成立之前，每次有災難事件發生或弱勢群體求助時，就有許多市民自發地將錢捐到澳門日報來，請他們代為轉交。   1984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一位熱心讀者為澳門日報送來了幾萬澳門元，澳門日報的領導就建議，可以在這筆錢的基礎上，再追加投入，希望做成一個常態的基金，於是就成立了澳門日報讀者基金會。   “澳門日報讀者基金會成立的當年，我們就在年尾舉辦了首屆‘公益金百萬行’。當時聯繫了不少社團、商會，取得了不錯的社會反響，第一屆就有 1萬多人參與了步行活動，當時目標是籌滿 100萬澳門元，結果大大超乎目標，達到了 500萬。”陸波說，從此，“公益金百萬行”每年舉行，規模越來越大，不僅是澳門日報讀者基金會的招牌項目，也成了澳門人每年的公益嘉年華。 
        從特首到平民都踴躍參加從特首到平民都踴躍參加從特首到平民都踴躍參加從特首到平民都踴躍參加   “公益金百萬行”活動源起香港，“移植”到澳門之後，很快就深深紮根、枝繁葉茂。自從 1984年第一屆定下了“為公益，向前行”的主題，在連續 28年裏，這一主題深入人心，澳門的男女老幼已經習慣了在這天齊齊出動，為公益事業而努力向前。   陸波認為，採用這種步行的方式倡導公益，最重要的是能夠團結各行各業、各個層次的人士，“有很多平時看不見的人，在這一天，全部都出現在了行走的嘉賓隊伍裏。不管是澳門特區歷屆行政長官、立法會主席、各機構的官員，還是‘賭王’何鴻燊等社會名流，都會悉數參與”。   深圳市關愛基金會秘書長伍少華去年底曾帶隊去澳門考察“公益金百萬行”，對全城熱烈的公益氛圍印象深刻：“大街小巷都張貼了兩個小朋友捧著愛心，呼籲大家支援‘百萬行’活動的宣傳海報。澳門人口僅約 50萬，當天卻有近 5萬人到現場，非常令人感動。” 學生事務處                                  第 2頁                                     2012/11/15 



 
        善款使用涓滴不漏善款使用涓滴不漏善款使用涓滴不漏善款使用涓滴不漏   從首屆募集到 500萬澳門元善款，到去年的第 28屆活動籌到 1240萬澳門元，隨著“公益金百萬行”活動在澳門的深入人心，這筆愛心財富也越來越大。那麼，澳門日報讀者公益金如何使用？陸波介紹，善款分為幾個出路：一是緊急救援組，例如突發災難事件，民眾求援等；二是社團幫助組，對一些確實存在困難的社團提供幫助；三是教育組，關注的是貧困學生的學費問題。近幾年又發展了許多新的項目，如“重見光明”計劃，幫助白內障患者通過手術重見光明。陸波說，善款來自澳門，大多還是用於澳門。自“非典”以來，“公益金百萬行”也會為內地的一些災害事件捐款。   “從成立至今，澳門日報讀者基金會的運作費用，全都是由基金會董事們自己掏錢，所有的捐助款項，會原封不動地給到被捐助者。”陸波說，這也是這麼多年來，“公益金百萬行”活動能夠深得澳門百姓信任的原因。“許多企業都把參加過‘公益金百萬行’當成一項重要的業績去宣傳，並且作為凝聚企業員工、傳達企業文化的一個活動。經常聽到很多企業、社團對我們說，‘你們一定要堅持做下去，要不然員工們會很失望。’我們聽了深受鼓舞。”   對正在籌辦的深圳首屆“公益金百萬行”活動，陸波也十分期待：“在‘公益金百萬行’活動上，澳門是先走一步，相信深圳會做得更好。”記者 韓文嘉 

 

 

 

 

 

 

 

 

 

 

 

 

 

 

 

 

 

 

 以上資料摘錄自中新網以上資料摘錄自中新網以上資料摘錄自中新網以上資料摘錄自中新網  來源來源來源來源：：：：深圳特區報深圳特區報深圳特區報深圳特區報 2012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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