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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区的时尚地标“新天地”或许早已

为大家所耳熟能详， 然而其实在黄浦区的普

育西路 105 号还潜藏着另一个风格迥异的

“新天地”———上海公益新天地。 其前身被称

作新普育堂，由陆伯鸿等筹款建堂，以收养失

业贫民和病残者为宗旨。 作为远东最大的一

家慈善机构，新普育堂虽几经历史变迁，却从

未被湮灭，如今在党建引领之下，又焕发着新

的生机与活力！

乱世之秋 官商合办普育堂

作为远东最大的一家慈善机构———新普

育堂的历史可说是颇为悠久。 1865 年前后，

上海社会各阶层分化现象日益严重， 加之太

平天国被镇压后， 苏南浙北逃难和谋生的难

民大量涌入上海， 给上海的社会治安带来了

很大困难。于是在政府的协助下，一些声望素

孚的绅商，便联合起来“广集资财”，筹建善

堂，给药助丧，济世救灾。

1867 年，新上任的上海道台应宝时开始

考虑利用善堂来处理难民潮问题。 他从上海

道库中拨出银两若干， 委托地方绅商组建善

堂，取魏文帝《车渠赋》中“惟二仪之普育，何

万物之殊形”之意，将善堂取名为“普育堂”。

堂址设在上海城内陶沙场(今文庙附近)。主要

以向贫死者施舍棺材、向穷人施舍衣食、免费

诊病发药、埋葬死去的穷人、向寡妇和孤老提

供生活补助、收养弃婴等救助为主。

然而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加快， 清政府的

衰败，以及辛亥革命的爆发，上海普育堂同其

他高度依赖官府官费的善堂一样， 经费来源

产生一定的困难，再加上管理不善，以普育堂

为首的传统善堂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开始走

向衰落。

富不忘慈 济世立人新风尚

1911 年， 在当时上海市政当局的支持

下， 当时在商界已崭露头角的陆伯鸿在陆家

浜同仁辅元堂之普安亭义地， 兴建了 5 排二

层楼的房屋，取名“新普育堂”。 当时上海城

的城墙刚拆掉， 造新普育堂用的就是这些拆

下来的城砖。

新普育堂以医疗为重点， 同时收容各类

社会弱者。 此外，与以往的善堂机制相异，新

普育堂还专门附设了小学校， 使被收养的儿

童毕业后能掌握一门技艺，以自谋生路。 “授

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这种慈善新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有识人士意图改变社会现

状的决心。

作为民国时期上海最大的收容社会弱者

的设施， 新普育堂一直在慈善界保持着重要

的地位，它向上海贫民免费施舍医药、开设技

艺培训课堂等举措都对社会做出来巨大贡

献。相对于当时拥有三百万人口的上海来说，

以新普育堂为首的民间慈善团体所进行的各

项救贫活动，虽然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但在

缓和社会矛盾方面，其意义却是非同寻常的。

可以说慈善团体从根本上支持了上海的近代

化城市发展。

坚守初心 慈善公益再起航

建国后，新普育堂在上海市政府指导下，

进行了一系列整改。 1955年改名上海第一育

儿院， 以后几经改名，1980 年定为上海市儿

童福利院，共占地 35 亩；其余改建为蓬莱中

学、普育中学、国货路小学等。 后为了保障民

生， 让城市发展的红利真正惠及到社会全体

成员，上海市民政局于 2010年开始酝酿筹备

公益新天地项目，在经过 4 年筹备扩建后，于

2013 年 11 月上海市儿童福利院正式更名为

“上海公益新天地”并开园运营。 作为上海首

个市级公益园区，它以“创新、开放和共享”

的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探索“跨界合作”的方

式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为创新模式， 汇聚了上

海众多创新性示范性优秀公益组织和公益人

才， 俨然已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公益新地

标。

如今公益新天地不同于往日慈善机构

单一的组织功能结构，它涵盖助老养老、残

疾帮扶、弱势群体教育等诸多公益领域，发

起各类公益活动，吸引社会各界踊跃参与，

同时其要求入驻机构承担与使用空间相适

应的运营管理费用的模式， 使园区具有一

定自我造血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空间， 也由

此推动了上海市公益进程。如今，公益新天

地以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上海公益新地

标为旗帜，不断发展与完善。不以善小而不

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在公益新天地的带领

下上海市固有的繁华貌似又多了一份柔

情。 一批批公益人才与社会组织不求结果

如何，而执着于开始，不问利益收成只为落

下细细温存，顶着世俗偏见与岁月变迁，将

中华慈善细落成生活的诗歌。

虽然几经变革，但在上海市民政局以及

各方的积极保护与妥善管理之下，新普育堂

旧时的建筑风貌与悠久的历史传统都被完

好的保存至今日，这不仅为它历史价值的延

续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表明了党和政府对社

会公益组织的重视与支持，自新中国成立以

来，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是我们

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

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当前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随着社会组织建

设的不断完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和培育发

展工作的不断优化，上海社会公益组织也将

继续为提升城市能级，促进城市发展助力！

（部分来源：黄浦区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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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济世初心不变 救苦立人天下为公

沪上民间慈善团体的前世今生

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啄木鸟”

如果您在阅读本月 《社区晨报》时

发现任何差错，可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海

社区发布”并于后台直接留言，将您发现

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注明报纸名称、所在

版面、文章名称、差错细节，本期截止日

期为 12月 1日）。 本月纠错质量最高的

一位读者，将成为最佳“啄木鸟”，并获

得 100元的现金奖励； 本月纠错质量相

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 则将成为优秀

“啄木鸟”，并各获得纪念品一份。

2020年 10 月优秀

“啄木鸟”： 张德胜、严

志明、肖焕树、顾志斌、

曹酉虹、秦稚德、李群、

赵水生、路永敏、万燮

枬

2020 年 10 月 最

佳“啄木鸟”：陈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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