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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今日潍坊

政协委员谈慈善事业发展

公开是慈善起码的底线
文/本报记者 庄文石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在谈到慈善事业未来的出路时，
李国花认为，公开仅仅是慈善事业最
起码的底线，不能把慈善机构所暴露
出的问题,全部归结到慈善不公开上，
她认为内部的管理、制度的规范、团队
的素养都会影响到慈善机构的运作。

她说，安丘市慈善总会2008年成
立，可以说目前来说还十分弱小，四年
的时间里都是靠员工们自己摸索，没
有参加过任何正规性的培训，也没有
一套系统的管理办法。

对此，韩玉萍委员也认为，要做好
慈善，必须先有一颗仁慈的心，这样你
才能去感化大家，带动更多的人去搞
慈善，因此，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
质，打造一支专业的慈善队伍，是慈善

系统的当务之急。
说起目前管理和培训方面存在的

不足，李国花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提升慈善事业在政府考核中的地
位，目前，慈善事业虽然有一定的重要
性，但与经济相比，还没有列入到各级
政府考核的指标当中，这就造成慈善
处于弱势地位。

“像计生、教育、经济等，很多都列
入硬指标当中，各级政府肯定会把大
部分精力放在这上面，慈善在这上面
吃亏很大”。李国花认为，虽然将慈善
事业放入政府考核中还有些遥远，但
是可以先将慈善纳入政府考核的软指
标，从而提升慈善事业在政府计划中
的地位。

去年，从郭美美事件到
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事件，慈
善机构的公信力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质疑。在刚刚召开的
潍坊两会上，政协委员们也
对慈善事业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为慈善事业的未来发展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安丘市新梅园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星梅

▲安丘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
动委员会主任韩玉萍

作为政协委员里的“慈善专家”，
安丘市慈善总会办公室主任李国花曾经
专门花时间对民众的慈善意识做过调
查。结果显示，有70%的市民没有参与
慈善活动的意识或经历，对于每年开展
的“慈心一日捐”活动，城乡普通居民
知道和参与的寥寥无几。

2011年，潍坊市“慈心一日捐”有
6 0余万人参与活动，占全市人口的
6 . 6%，接收捐款3260万元，全市人均捐
款数额仅为3 . 6元。这个结论，让李国
花心情沉重，在她看来，这并不是城乡
居民缺乏爱心，只是他们对慈善缺乏真
实的了解和参与慈善救助活动的渠道和
途径。

李国花说，虽然去年的慈善公信力
危机并未真实反映在居民们的慈善行动
上，但是这种潜在的影响还是应该引起
慈善部门的注意，如果不让广大居民了
解一个真实的慈善，那么这种对慈善事
业的误解还会越来越深，居民们将更不
愿意将钱捐给一个受到质疑的部门。

“要想提高公信力，最起码要做到
公开公正”，李国花说，“目前从潍坊
市开始，各个县市的民政机构都在陆续
搞慈善公开，我们安丘慈善总会，也定
期公布日常的捐款情况，这一做法也受
到了捐献者的肯定”。

但同时，李国花认为，慈善公开并
非是简单的公示财务报表，这个太过于
专业性，一般的老百姓根本看不懂，因
此，要在日常工作中进行最简单、最直接
的慈善公开，虽然考虑到受捐助者的个
人隐私，真正的公开还有不少困难，但作
为慈善部门，还要想办法进行弥补。

别让捐款者背上包袱
根据这些年的经验，李国花知道，

虽然说慈善是全民性的，但是目前善
款的主要来源还是企业和团体捐款。
但是近年来有一个现象让她感觉很无
奈，有些企业家在捐款后都要求保密，
还有一些企业家在捐款时显得很小
心，生怕自己捐的比别人多。

后来，李国花终于在和企业家们
聊天当中，知道了真相。有企业家告诉
她，不是自己不愿意捐，而是捐款之后
容易惹麻烦上身，一旦捐款数额过大，
企业会招来查税、查账等麻烦。

李国花说，曾经有一个市民拿出
了100万元，设立了爱心基金，但很快
就有人举报他财产来源不明，原因是
他之前曾在乡镇任职，而且目前属于

普通职工，没有巨大的收入来源。
“我了解这个人，这些钱平时都是

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李国花说，出现
这种现象，真的让慈善人士很心寒。

安丘市新梅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星梅也曾经参加过不少慈善活动，
对于这里面的事情，她也很无奈。“不是
企业不愿意捐，确实是里面有很多无
奈”李星梅说，“虽然有规定说慈善支出
可以免税，但是一旦这样做了，就会有
人说你之所以捐钱是为了逃税。”

李星梅建议，相关部门需要出台
一些政策，从制度上保障企业家们的
捐款行为，不要让大家在捐款时还要
思前想后，生怕捐款后会带来各种各
样的麻烦。

慈善该纳入政府考核

公开才能提高公信力

安丘市民政局党组成
员、市慈善总会办公室
主任兼副局长李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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