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仅靠募捐多寡难论红会成败

20日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慈
善捐助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接收
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约
989 . 42亿元，这是经历了连续两年
下降后首度回升。其中红会系统接
收的捐赠总额为32 . 05亿元，占全国
捐赠总额的3 . 24%。

不管具体款物的捐助者是企业
还是个人，无需过多纠结于各个慈
善机构占了多少份额，捐赠总额
的止跌回升表现出国人支持慈善
事业的能力和意识是在增强的，

这给中国慈善事业向更好的方向
发展提供了动力。当然，钱不是万
能的，更不是公益慈善事业的全
部，对于各个慈善机构来说，获得
捐赠少的，仍然有用武之地；那些
获得捐赠多的，则更应该想办法
争取物尽其用。如果慈善体系自
身完善跟不上捐助者的热情，反
而会寒了公众的心，最终阻碍了
慈善事业的发展。

现在有种观点，仅用获得捐赠
的多少来评判慈善机构，这是有失
偏颇的，因为不同慈善机构的工作
重点并不相同。就拿红会来说，作为
一个人道主义组织，募捐并非其主
要工作。红会具有一定的官方色彩，
其职能也主要是依托政府开展备灾

救灾、知识培训、社会救助等，而“依
法开展募捐活动”仅仅列在了红会
章程十四项职责的第十一位。对红
会来说，评价工作成绩的关键并
非募集到了多少款物，而是要根
据自身优势和特点做好做精本职
工作。如果不能通过自身建设增
强各方面运行的透明度，如果不
能让普通群众真正感受到红会的
作用，收集到的善款再多恐怕也
是舍本逐末。

如果最终不能实现物尽其用，
或者是慈善机构的运行无法给捐赠
者提供便利的监督渠道，捐款总额
的提高恐怕也将成为昙花一现。在
这方面，现实情况并不容乐观，很多
慈善组织、基金会一旦面临突然涌

入的大量资金，往往会陷入“濒临崩
溃的状态”。

诚如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
长刘佑平所说，只有一颗善心，是
远远不够的，比起缺钱，缺能力才
是中国慈善组织面临的最大问
题。捐赠总额的回升给慈善组织
确实提供了好的环境，但能否维
持住这股热情，还是一个未知数。
从这个角度来看，募集到的善款
占比较小，对于红会而言未必都
是坏事。在现行体制下，红会拥有
丰富的社会资源，在慈善事业上
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需要红
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用成绩挽
回公众的信任，这比一时的捐赠
多寡更重要。

对红会来说，问题的关键并非募集到了多少款物。如果不能通过自身建设增强各方面运行的透

明度，如果不能让普通群众真正感受到红会的作用，收集到的善款再多恐怕也是舍本逐末。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殷建光

近日，郑州市西三环道路因半
年连续坍塌13次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9月20日，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首
次发布通告。不过，通告只提及最近
两次坍塌原因，而且没有认定事故责
任，对此前连续发生的11次坍塌也
未提及。（9月21日《北京青年报》）

“塌塌不休”、“坑坑不息”、“路
脆脆”是市民对这段频繁塌陷道路
的形象说法。道路半年内发生13次
坍塌，究竟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通
报中为何只提及两次坍塌原因？对
于这件事的模糊和简单化处理，给

人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嫌。
“羞羞答答”只能让事情欲盖弥彰，
不利于坍塌事故的处理。

对于“13次坍塌”不能搞“既往
不咎”，必须深入挖掘每次坍塌的
原因。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这条公
路，也是为了更好地改进相关政府
部门的工作作风。对于塌陷路面，
我们可以用技术手段将其恢复，而
对于部门推诿等工作作风，却需要
我们深挖“病根”，积极处理。处理
顽疾需要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
气，如果发生事故后，部门或个人
都去想办法逃避责任，那么问题就
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葛公民论坛

“13次坍塌”不能既往不咎

葛一语中的

可追踪的生鲜食品占比几乎
为零。这是一笔糊涂账，主管部门
也难说清。

国家农产品保鲜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陈绍慧介绍，自国内
食品源头追溯制度试点以来，由
于缺乏基本的检测和贮藏保鲜设
施、结算交易信息化程度低、从业
人员素质不高，导致食品安全问
题不断。

“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但
在保护举报人上，我们却做得不
够，揭黑者往往成了“过街老鼠”。

深圳沃尔玛洪湖店“黑油”事
件举报人被解聘重新找工作时，
企业纷纷将其拒之门外。评论员
林琳认为，保护好举报人的权益，
才能更有效地维护公平健康的市
场秩序，才能真正打开食品安全
监督等难点问题的突破口。

市场就像一匹马，它有自己
跑的动力，有一根缰绳就够了，缰
绳多了马就没法跑了。

评论员刘戈认为，企业事项
如果可以通过事后监管或者是其
他的间接监管能完成的，那就不
需要审批。现在政府当务之急是
放权，把根本不应该存在的审批
取消，接下来则是要做好服务，为
企业助力。

银行“补血”不能依赖外源资
本，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
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在监管
标准趋严、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
推进等因素影响下，商业银行资
本消耗加速。资本压力问题的最
终缓解，还需要银行自身业务增
长模式的改善、建立科学有效的
资本约束机制。

□殷国安

兰州市官方近日披露，经充分
考虑公众意愿和建议，决定将原计
划为期半年的重点区域机动车单
双号限行方案进行优化调整，9月21

日至29日在主城区实行单双号限
行，之后仍恢复尾号限行。（9月21日

《北京晚报》）
此前的9月16日下午，兰州市政

府新闻办曾举行新闻发布会，兰州
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党政文通报，
从21日开始至明年3月20日，该市9

座以下社会车辆实行为期半年时
间的单双号限行。限行半年为什么
变成了限行9天？据官方的说法是，
在短短的四天时间里，社会各界提
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在充分考虑
社会意愿、采纳群众建议的基础
上，决定对此前制定的为期半年的
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方案进行重新

优化，变为9天。
兰州市政府听取市民意见，修

改限行方案，值得肯定。然而在进
行赞扬的同时，我们更需要总结经
验教训，对此前不慎重、不科学的
决策进行反思。国务院关于加强法
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要求政府规范
行政决策程序，重大决策事项应当
在会前交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
审查，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
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
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兰州
市政府也应以此事为契机，让决策
程序更公开、透明和科学。

城市限行应慎重决策

以“镇改市”作为契机，提高
城镇化质量，不失为创新之举。但
与此同时，也要避免“一改就灵”
的简单化思维。“镇改市”并非唯
一药方。各地需要根据自身的经
济社会状况量体裁衣。

我国镇区人口超过10万人的
镇有200余个，不可能全部套用这
一模式。更何况，在城镇化过程
中，不仅要考虑到“人大衣小”的
问题，也要考虑到“瘦身”之后，即
资本、劳动力从“巨型镇”退潮之
后的问题。改革的目的不是让“衣
服”一劳永逸地变大，而是让“人”
和“衣服”相协调，事权和财权等
行政权力相匹配。如果说“镇改
市”的目的，在于使城镇化更有效
地适应“涨潮”趋势，那么当资本

和劳动力从沿海向内陆地区推
进，从而使人口、资本在全国实现
更为均衡的分布时，如何适应“退
潮”的趋势也要纳入整体考虑。

日前召开的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强调，要用
好改革创新的“开山斧”，着力提
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无论是哪种
城镇化实现方式，都要通过全面
推进户籍管理、医疗卫生、公共教
育等领域改革的“开山斧”，为外
来人口创造更为亲和的融入环
境。归根结底，我们所追求的城镇
化目标，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
更相适应的城镇化，是政府有形
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更协调的城
镇化，是核心在“人”的城镇化。

（摘自《人民日报》，作者周志坤）

葛媒体视点

城镇化改革需要量体裁衣

“临时救助”重在补短板

同其他救助制度一样，临时
救助制度建立初期，需将主要精
力放在补好短板，才能使临时救
助“常态化”而不是“临时应付”。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的
给予临时救助的相关条件，总体
上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具体到每
个部门、每个层面如何操作，比如
对象如何确认、程序如何规范，如
何确定救助标准、保障救助资金、
做好联动等，都需要各个职能部
门出台实施细则。而目前，恰恰因
为没有细则，才使临时救助用其
他救助资金“应付”。

临时救助的特点是“救急
难”，其救助对象不光是民政工作
对象，也包括社会其他人群。因
此，制度设计由民政部门牵头，其
他部门配合。但实际工作中，容易
出现配合部门把工作全部推给民

政部门，民政部门又不能跨部门
行使职权的现象。这就需要强化

“统”的能力，以“救急难”为核心，
集中力量建立绿色通道。

过去，临时救助资金缺“专
项”，只能从其他救助资金中划
转，这种做法在财务制度上并
不规范，往往导致救助部门进
退两难。因此，此次国务院常务
会议明确，临时救助实行“地方
政府负责制”，救助资金列入地方
预算，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当
然，资金有了着落，加强监管的要
求就随之而来。要完善各项制度
措施，切实做到各环节公开透明，
阳光操作。（摘自《经济日报》,作
者董宏达）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A02 评论 2014年9月22日 星期一 编辑：吴金彪 组版：颜莉>>>>

QILU EVENING NEWS

www.qlwb.com.cn

本报地址
济南泺源大街6号

邮编
250014

传真（0531）
86993336 86991208

报纸发行（0531）
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

差错投诉
96706

发行投诉（0531）
85196528

邮政投递投诉
11185

即时互动平台

“壹点”官方APP

齐鲁晚报微信
qiluwanbao002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lwb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