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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一个捐款万元就
能个人冠名的慈善基金正在悄
然壮大。截止到今年1月1日，诞
生短短8个月的青岛个人慈善
基金达到了326个。

10月20日，坐在前往青岛
大学附属医学院的汽车上，青
岛二中高三女生高赛有一丝不
安和激动。前一天，她告诉青岛
市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想用
自己的基金帮助一位高密的三
胞胎母亲田丽。不到一天的功
夫，这个想法居然就要实现了。

青岛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
张耀群说，这不是一场简单的
个人献爱心，而是一个中国新
兴慈善模式捐助的开始。

2010年4月份，青岛慈善总

会在国内率先创立了个人慈善
基金，在随后的8个月时间内，
个人冠名基金已经有了326个，
善款总额超过了1000万元，这
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上，不亚
于一次突破。

“我们发起个人基金的门
槛只有1万元，如果你当时凑不
齐这么多钱，还可以在5年内分
批捐赠。”张耀群说，普通人可
以参与是个人基金在青岛流行
起来的重要原因。

另外，每一个慈善基金，每
一笔捐助都会记录在青岛个人
慈善的账本上。青岛市慈善总
会募捐救助部工作人员姜福河
说，对每个人的基金救助，姜福
河都会拿出三个很厚的蓝皮

本，全程做记录。“每个个人基
金的建立者，都有一个账页，一
本合同，还有个人基金情况汇
总，每次捐款的详细情况都会
在三个本子上分别备案。”

翻开这些账页，一下就看
到了基金的名称，捐款人的名
字，联系电话，建立的日期，基
金总额(大写)，基金是一次性付
清还是分期，以及捐款者的要
求：助学，助医或是助困。

每一季度末，青岛市慈善
总会还会在《青岛日报》上公示
个人基金的捐款情况。

“咱们个人基金的目的之
一就是让捐款人放心，现在捐
钱不是最重要的，管钱才是最
重要的。”姜福河说。

1万元就能建个人慈善基金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村里娶媳妇多是我接

1970年高光林出生在山东邹
平高家村。因为家庭贫困，他从小
就受到村里邻居的帮助。高光林
记得，小时候家里盖土坯房时，全
村的劳动力都来帮忙，忙到天黑
不肯吃饭各自散去。土坯做好，当
天晚上下起大雨，第二天街坊邻
居们又自发来帮忙重做。或许是
小时候得到街坊邻居的热情相
助，高光林从小就树立了这种思
想，希望能做一些善事帮助别人。

有了钱后的高光林乐善好
施，村里的人都知道“有困难找高
光林”。村里有人家娶不起媳妇，
他主动拿出钱来，号召村里家境
好的人家凑彩礼钱；哪家娶媳妇
用婚车，他厂里的车就客串婚车，

“这两年村里的媳妇基本上都是
我的车接来的。”

张家的孩子得了白血病治不
起，他二话不说拿出两万块钱，并

安排车辆送孩子和父母去口碑好
的医院看病；杨家的孩子念初中交
不起学费书本费了，他主动送去学
费书费，今年升入青岛大学，他又
派车专门送孩子进了校门……

不仅对自己村的人，邻村的、
外地的，只要他了解情况都是能
帮就帮。“当我把钱或者东西送到
需要的人手里时，看到他们当时
的表情，能让我幸福很久。”高光
林说。

明年拿出100万帮助他人

从2009年创业至今，高光林
资助别人已经花掉了三十多万
元。不过，他还从未想过通过公益
组织或政府部门把自己的慈善进
行下去。他说，“现在郭美美卢美
美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不如亲自把钱交到需要的人手里
更放心。”

“明年我打算拿出一百万，在
全省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进行

救助。”这是他目前的打算。
“我们在全省17市都有经销

商，让他们去征集、核实，并带动
经销商也参与进来。”高光林说。

据省红十字会救助部门工作
人员介绍，像高光林这样的爱心
企业家，近些年来在我省逐渐多
了起来，但基本上都是自己勤劳
致富发家之后，尽自己的力量帮
助一些身边或者了解到的弱势群
体，真正形成规模的少之又少。

“要形成规模，比如成立民间
非政府组织或者基金会之类的，
需要民政、国税、地税、财政等部
门的层层审批，还要找到挂靠单
位，所以山东的民间慈善组织少
之又少。”据介绍，现在山东的公
益组织多以义工形式出现，因为
不具备资质，基本上不直接参与
募捐，只是定期不定期召集并不
固定的志愿者，组织一些活动，而
队伍成员的不固定性、缺乏统一
管理等问题，也导致民间慈善步
步受阻。

赵白鸽誓言

确保信息透明

“亲自送善款我才放心”
一位农民企业家的慈善选择
本报记者 刘爽

2011年，对于中国的慈善
组织，尤其是最大的公益组
织——— 中国红十字会来说，有
一个绕不开的伤痛就是“郭美
美”。

尽管郭美美事件已经过
去将近半年的时间，但是因为
质疑所引发的不信任却依然
有着巨大的杀伤力。爱心捐款
数量下降，血站也因为红十字
冠名遭遇质疑，一切与红十字
有关的事件都首先被打上了
问号。

赵白鸽，这位刚刚上任三
个月的中国红十字会“新掌
门”，正以一个新人的特殊视
角审视着这座处在危机洪流
中的百年老店。不久前，他们
刚刚召开了第九届理事会，在
长达20页的工作报告中，赵白
鸽指出，尽管各方调查和审计
结果都表明中国红十字会并
不存在重大违法乱纪行为或
重大责任问题，但是“网络事
件”的发生，却暴露出了中国
红十字会在制度设定、科学管
理、应对危机等方面存在问
题。

不久前，民政部发布了
《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
引》，规定重大事件捐赠需在
72小时内公开，希望能够借助
政府的力量增强慈善捐助信
息的透明度。

赵白鸽表示，红会在改革
当中将逐步建立信息化系统，
确保信息的准确度和透明度。
赵白鸽说：“我们改革的重大
东西就是通过信息系统，包括
5个方面的信息系统，物、财、
人、项目和志愿者数量，这个
工程是非常大的。但请大家相
信，如果有了这个系统，通过
电子的形式，一捐钱你就输进
去了，不大容易乱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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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企业家高光林亲自把钱和东西送到困难居民手中。 本报记者 刘爽 摄

格新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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