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合法“身份证” 街头募捐常遭质疑

民间公益组织没“靠山”难“转正”
本报记者 王金强

代表爱心的红色马甲穿上身，
在寒风中跺着脚，每遇到一个行
人，都会问问要不要献血……12月
5日一大早，德州市民曹光亮就来
到中心广场的献血车旁，向路人散
发传单，倡议市民无偿献血。

12月5日是星期一，曹光亮本

来是要上班的，但他特意跟单位请
了半天假，去义务宣传无偿献血，
因当天是第二十六个国际志愿者
日。

跟曹光亮一样，刘建兴、郑辉
也忙前忙后地向咨询献血的市民
讲解献血知识。三人都是德州市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队的成员，曹光亮
献血近20次、刘建兴献血14次。刘
建兴告诉记者，德州市无偿献血志
愿服务队成立以后，完全靠义务奉
献坚持到现在。

12月5日上午8点多，德州爱心
志愿者来到德州市德城区天衢工

业园芦家大院村张红研家，给这位
红斑蓝疮、双侧股骨头坏死患者送
来了面粉、油等生活必需品。

记者了解到，这样自发地献爱
心行为，不止在国际志愿者日当
天，平日里这种民间自发组织的慈
善行为也不在少数。

德州注册志愿者达10万人
共开展志愿服务活动2000余次，530多万小时

本报12月5日讯（记者 王金强 常
学艺 牟张涛） 12月5日，是第26个国
际志愿者日，德州市志愿者们在奉献中度
过自己的节日，代表爱心的红色旗帜或志
愿者标识成为德州一道亮丽的风景。全市
共有18个志愿者协会、570多个志愿者服
务站（点）、近千支志愿者服务队、10万名
注册志愿者，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2000余次，累计服务530多万小时。

德州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近年
来，德州的志愿者在志愿服务咨询、低碳
环保宣传、无偿献血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奉
献中展示了自己的风采，获得了市民的欢
迎，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踊跃加入志愿
者队伍，共同营造起“人人尊重志愿者，人
人关爱志愿者，人人争做志愿者”的良好

社会氛围，投身公益事业。
据介绍，经历了全运会和太阳城大会

的洗礼，德州青年志愿者队伍变得越来越
成熟，组织体系也在逐步完善。在人
防、城管、消防等专业志愿者队伍基础
上，又开展了地震应急救援、助残扶老
志愿服务工作。

目前，全市共有18个志愿者协会、
570多个志愿者服务站（点）、近千支志愿
者服务队、10万名注册志愿者，累计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2000余次，累计服务
530多万小时，充分彰显了德州青年志
愿者的良好风采。德州学院青年志愿者
协会等4个单位被评为第七届山东省青
年志愿服务先进集体，郝文等9名个人被
评为先进个人。

格文明办

民间公益组织

有望找到“家”

“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壮
大，是市民文明意识提升的表
现，我们理应创造更好的环
境，让这分爱心广为播撒。”德
州市文明办综合科科长赵春
雷告诉记者，民间行为与国家
政策形成良性互动是构建和
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赵春雷介绍，德州市的民
间公益组织和志愿服务组织，
有望找到自己的“家”。根据相
关政策，德州市文明办正在牵
头，积极引导全市志愿服务活
动由以阶段性为主向经常性活
动转变，志愿服务管理由松散
型向规范化转变。待时机成熟，
民间的小型的公益组织很容易
得到有关部门的身份许可。

感动——— 寒风中上街宣传无偿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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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清钰说，“郭美美”事件之
后，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降低
了不少，不少市民选择从帮助身边
的困难群体入手，献出自己的爱
心。“还是到需要帮扶的对象家中，
直接一对一帮助他们，心里有踏实

感。”市民董兴水说，他曾多次直接
给需要帮助的孩子捐款。

刘建兴告诉记者，德州市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08年，如
果非要为他们的组织找一个家的
话，就是山东省无偿献血志愿服务

组织，但并没有严格的隶属关系，
再就是德州中心血站对他们的志
愿行为十分支持，但注册等环节目
前还没有。

孙清钰介绍，好多时候，他们
义务上街宣传或募捐，但一些市民

会质疑：“对方给你多少钱？”、“你
穿上马甲，就是爱心人士，谁给封
的”……这种情况下，一些募捐活
动，只能在朋友圈里搞，或者在目
前可以接受这种募捐的人群中展
开。

尴尬——— “黑户”身份下无奈弱弱坚持

孙清钰告诉记者，目前，他牵
头的爱心志愿者人数已经超过100
人，如果算上QQ群和网友有数百
人。这么多人愿意当志愿者献爱心
是好事，拥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证”，成了他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他曾去咨询过

民政局，但对方称，民间公益组织
需要先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然
后到德州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人
多了管理就是问题，我们多想有人
引导和管理，让这种民间的爱心组
织走向规范。”孙清钰说，由于找不
到合适的业务主管单位，他们一直

以“黑户”的身份存在。
记者从民政部门了解到，民间

公益组织在民政部门登记，除了民
政部门外，还需要找到一个业务主
管单位，只有经过业务主管单位确
认后，才能够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
注册。

“我们多希望有相关部门来引
导我们，让我们民间爱心群体队伍
更加壮大，更加成熟完善。”孙清钰
来说，目前，他们的成员都是靠爱
心在坚持，有的成员想来就来缺乏
约束，缺乏持续地向更大范围形成
影响力的向心力。

期盼——— 让爱心有个合法“身份证”

曾几何时，在德州街头，总会

有群忙碌的身影——— 他们或倡议

无偿献血、低碳环保，或为白血病

患者募捐……他们中有的是有组

织的行为，有的是自发地献爱心。

据了解，志愿者队伍中，有不

少成立了民间小型的公益组织。按

照规定，民间公益组织需要找一个

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到民政部门登

记注册。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业务主

管单位，他们一直以“黑户”的身份

存在。

12月5日是“国际志愿者日”，在
德州中心广场，无偿献血志愿者呼吁市
民献血。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格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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