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知道这是好事

但好事不见得好推行

邓飞现在的身份是《凤凰周
刊》记者部主任，之前他做了8年
的调查记者，这让他有大量机会
接触到社会底层民众。

2011年底，邓飞在推广“贫困
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时，见过一
个十分漂亮的小女孩。小女孩患
有严重的肺结核，却没有住院治
疗。

面对邓飞的惊愕，校长淡然
地说了一句，“她家没钱。”

在贵阳一所乡村小学，邓飞
见过一个双脚长在背后的小男
孩。那个孩子的眼神像刀子一般
刻在邓飞脑子里。

“小病拖、中病挨，重病才往
医院抬，抬进去很快就出来。”这
是中西部贫苦地区普遍存在的现
状。

根据2011年2月28日全国人
大《建立全国儿童医疗保险制度
的议案》的统计，中国因疾病死亡
的农村儿童，死亡前有50 . 5%未得
到治疗或仅在门诊治疗。中国贫
困地区儿童罹患重疾后的死亡率
高达54%，比城市儿童高出约9倍。

邓飞决定发起他的第三个儿
童福利项目——— 乡村儿童大病医
保。

这个项目起步初期，唯一的
试点地区放在了湖北省鹤峰县，理
由只有两条：鹤峰县是国家级贫困
县；邓飞曾和当地政府合作过，“好
打交道，彼此关系还可以”。

“给乡村儿童办大病医保，谁
都知道是好事，但好事不见得好
推行。”鹤峰县委书记杨安文说。

今年初，邓飞到鹤峰县提出
乡村儿童大病医保项目的构想
后，县政府一些工作人员私下里
就议论开来。有人抱怨，现在手里
的活还不嫌多啊？又弄这么个儿
童医保的活，从上到下都得忙活。

有人干脆提出反对意见，“这
是民间公益组织的行为，又不是
上级政府的工作安排，为什么要
我们政府部门去推动？我觉得没
必要。”

作为一把手，杨安文明白，无
论下面的人怎么抱怨，鹤峰县需
要邓飞发起的这个“大病医保”。

鹤峰县曾拿出300万元作为
大病救助费用，即使是上限设为
10万元，也只够30个人用，但山区
乡村里急需救治的儿童远远大于
这个数字，“所以，这个大病医保
项目能给我们实实在在的帮助。”
杨安文说。

弥漫在鹤峰县政府里的这些
情绪，邓飞能感觉到。其实，就在
他搞“免费午餐”项目时，有些地
方的干部就嫌他搞这个项目，揭
了当地的短，让他们下不来台。

“即使是在合作很好的鹤峰县，也
一定会有人扯后腿，但我们要坚
持。”邓飞说。

千万粉丝量的

“四人组合”

在2011年初发起“微博打拐”
热潮后，邓飞又利用微博的号召
力发起“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
餐”项目。这两个项目过后，邓飞
在圈内人气急升，和他亲近的人
都喜欢叫他“飞哥”。

不过，邓飞明白，单靠自己什
么事都做不成。他接连发起的这
三个儿童福利公益项目，自己更
多展现出来的是出色的“资源整
合”能力。

在“免费午餐”发起过程中，
邓飞结识了王振耀、薛蛮子等热
心人士，在他眼里，“这都是些非
常具有号召力的人”。

王振耀的微博不到20万粉
丝，还不到邓飞的十五分之一，不
过这位民政部社会公益与慈善事
业司原司长在民政部工作了20
年，做了三任司长，56岁辞职做民

间慈善，现在是“壹基金”公益研
究院院长。早在邓飞当记者时，两
人就曾有过工作方面的交流。

薛蛮子是中国最著名的天使
投资人，也是一位民间环保公益
人士，微博粉丝量有470万之众。5
月28日，由薛蛮子发起了为山东
白血病网友鲁若晴捐款的倡议，
不到80小时便通过微公益平台筹
集到捐款1049978元。

在与王振耀、薛蛮子正式确
立发起儿童大病医保项目后，邓
飞通过私信与央视女主播张泉灵
进行了沟通，将她作为这个团队
的第四人。

作为央视知名女记者，张泉
灵的微博拥有410万粉丝，她的微
博经常收到一些求助信息，不过，
在邓飞找到她之前，她也承认，很
多时候自己对于这种来自于网络
的求助无能为力。

这个“四人组合”，微博粉丝总
量达到1200万，在知名度和号召力
上已达到一个公益项目的要求。

但这个项目所需要的资金，
却一直没有着落。

在中国做慈善很难

难过企业赚钱

2月中旬，史玉柱在微博上发
帖称，“按当时约定，我将捐给每
个粉丝一元，再将这500万元集中
做慈善。做点啥呢？”

史玉柱曾在微博粉丝量达到
100万时承诺说，粉丝数每增加一
百万，他就将捐出相同数目的善
款。1个粉丝=1元钱，史玉柱的这个
承诺吊足了人们的胃口。今年2月，
他在新浪微博的粉丝突破500万。

最新的数据是，截至7月22
日，史玉柱在新浪和腾讯微博的
粉丝总计达1089万。

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2012
年度全球富豪榜显示，史玉柱个
人资产为18亿美元，换算成人民
币也就是113亿元。如果按照这个
身价算，粉丝数每增加100万就捐
出相应款项，史玉柱的113亿元，
够“支撑”到1 . 5亿粉丝，此后将可
能破产。

这似乎更像一场亿万富豪才
玩得起的游戏。

一位接近史玉柱的人士透
露，那会儿史玉柱刚玩上微博，觉
得新鲜，一时高兴就“突发奇想”，
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而史玉

柱则在微博上解释称，有人骂我做
慈善的金额和时间和粉丝数挂钩。
我就是活腻歪了，玩世不恭。

看着网友起哄算账“史玉柱何
时会捐到裤衩”时，史玉柱也发出
了感慨，在中国做慈善很难，甚至
难过企业赚钱———“项目难找，善
款容易在中间环节流失，媒体喜欢
骂，网民喜欢起哄，很多人潜意识
认为：慈善就是作秀，职能部门找
茬儿。”

但当时看到史玉柱在微博上
高调放出的这条消息时，邓飞非
常兴奋。“好消息！恳请柱子哥再
捐一百万元给我们今年大病医保
项目。”他在微博中跟帖。

其实，早在史玉柱的粉丝满
400万时，他已经分别向“免费午
餐”等4个项目各捐100万元，而此
前他以微博之名已捐款过千万。

四天后，史玉柱果真向邓飞
团队捐出200万元资金。随即，中
华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乡
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宣告
成立。

“在微博上，他是一个公认的
组织者。”在“中国乡村儿童大病
医保公益项目”启动仪式上，看着
坐在台下的四十多位活动发起
人，大病医保项目工作人员高岩
这样评价“带头大哥”邓飞。

但这位民间公益公认的组织
者在一次次的“资源整合”中越发
意识到，公益组织公信力不取决
于知名度，也不取决于金钱，而是
取决于诚信，而诚信的基础是信
息公开。

“你可以笨也可以不专业

但一定要透明公开”

2011年郭美美事件后，官方
公益机构遭遇信任危机，这给了
民间慈善公益一个机会。

但伴随着民间公益的崛起，
还是不断有质疑声。

“免费午餐“项目成立之初，
就有人质疑邓飞，“机票钱是从免
费午餐经费里出的吗？一定要坐飞
机吗？坐火车不是一样办事吗？”

“你坐了飞机，有人认为你该
坐火车；你坐了火车，还有人认为，
卧铺也不要坐了，硬座就可以了。
按这个逻辑追究下去，每个人都可
以问你一千个问题。”邓飞说。

4月8日，“免费午餐”项目基
金发布2011年财务报告，在网上

引来不少“挑刺者”。
“居然还有人说100块钱善款

中，我们私吞了10块，这太让人郁
闷了。”“免费午餐”基金管委会主
任肖隆君说，这份财务报告，是他
们请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做了一个
月摆在那里的，本以为已经很专
业了，结果还是有人质疑。

“郁闷归郁闷，该说明白的，
一定要说得清清楚楚。”邓飞说。4
月9日，肖隆君就针对网友提出的

“免费午餐”拨款效率、执行成本、
管理费用等问题作出了回应。

为什么账单晒出来，网友还
是不满意？对于这一点，王振耀认
为，只是将财务数据直白地呈现
出来，却没有必要的解释，公众一
般还是不容易弄明白。

目前，中国有基金会2640多
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200多家，但
这些基金会建有官方网站的不到
25%，在官网上公布捐款数额和去
向等信息的更少，及时更新信息
的更是少之又少。

7月12日，被充气泵击伤的13
岁山东男孩杜传旺，在民间慈善机
构“天使妈妈”基金的帮助下，从山
东转到北京八一儿童医院治疗。但
不久后，“天使妈妈”基金的公益行
为在网民放大下不断被质疑。

20日上午，在不断刷屏翻看
关于“小传旺事件”的最新消息
时，邓飞在微博中写道：“做公益
时，有老师嘱我，你可以笨也可以
不专业，但一定要透明公开。我问
那是为啥？他说中国人有句古话，
亲兄弟明算账，何况你和人家还
不是亲兄弟。”

两天前的“乡村儿童大病医
保项目”启动仪式上，邓飞也说了
同样的话。

那是他在面对一位记者提问
时的回答。那位记者问邓飞：“你
会采取什么做法确保基金项目透
明、公开？”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国
内多家媒体参加，邓飞很清楚他的

“吸引力”从何而来——— 他正处在热
点的漩涡中。那场引发网络混战的

“天使妈妈”救援迷局，连他这样
的“旁观者”也被卷进来了。

“天使妈妈”收支被质疑，他
们为传旺联系的医院被质疑动机
不纯，传旺所获捐款回山东也被
质疑，“真是一地鸡毛，混乱不
堪。”邓飞总结道，“建议每一次儿
童救援，捐款人组建小组，监督通
报。”

就在2011年3月，邓飞觉得自
己还是一个调查记者，是一个负
责批评与质疑的人。现在，当他作
为一个具体做公益的人去做事
时，才明白办成一件事有多复杂，
有多难。“我们需要站在对方角度
考虑问题，事情往往不是非黑即
白，非对即错那么简单。”

在微博上，邓飞公开为“天使
妈妈”辩护，“我是‘天使妈妈’团队
的朋友，我信任这群埋头干活儿不
懂表达的‘妈妈’，更觉公平和正直
是人之底线，社会之基石，保护一

个人免予冤屈就是最大公益。”
“邓先生，看到你趟这个事件

的浑水，实在是怕有一天你也栽
进去。”网友“唐日亮”留言。

“我不认为这是什么浑水，人
们虽有不同意见，但多是维护公
共利益。坦荡无私，又何所畏惧
呢？”邓飞回应。

一些事情令我们难堪

但它就是真相，我们要面对

但这些言论，也使邓飞吸引
了一些“火力”，一些网友随即将
矛头对准了邓飞及其“大病医保”
团队。

“你已经在消耗大众对民间
组织的信任啦！”“看到你支持‘天
使妈妈’基金，请问贵基金与该基
金什么关系？”一些网友发问。

根据本报记者了解，“天使妈
妈”基金与“大病医保”基金并无
太多干系，唯一的联系就是“天使
妈妈”基金发起人邱莉莉也是“大
病医保”项目的联合发起人之一。

不过，邓飞称，自己理解网友
的这种质疑声。在他看来，公益组
织募集善款，接受捐款人委托去
执行某公益项目，必须全程公开
透明，学习接受严苛质询和独立
审计。“我深知其中必有冲突、委
屈，但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
公民自我训练。”

冲突、委屈，在“微博打拐”时
就一直伴随着邓飞。对于一些网
友的“责难”，邓飞说：“纷繁的信
息中，我们需要剥笋抽茧找到真
相。我们可能会失望，一些事情令
我们难堪，但它就是真相，我们要
面对。”

但有一点，邓飞非常明白，民
间公益的一切力量都来自公众的
信任和支持，它必须接受民众监
督，必须要以廉洁、诚实和效率来
获取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所
以，它不能贪污腐败，不能对公众
傲慢，除非它活得不耐烦了！”

现代公益的“标配”

在7月18日“大病医保”启动
仪式上，邓飞特意将账目如何做
到真正透明做了详细说明。他当
场表示愿意接受会计师事务所的
严格审计，“我们可能做得不好，
但绝对不会贪污一分钱。”

邓飞明白，公益慈善事业不
仅需要热心，更需要专业的能力、
手段和制度化的运作体系。

据介绍，“大病医保”项目此
次选择的试点是湖北省鹤峰县，
公益基金会负责向爱心人士和企
业筹款，通过引入保险行业注册
精算师、行业资深人士组成的专
家志愿者和评标志愿者进行参评
与确定中标者。之后，由商业保险
公司负责理赔服务；地方政府负
责支持项目的开展、运行。

这个项目的投保标准是，以
一个儿童在当地定点医院目录治
疗花费约28 . 6万元为例，出院时
家庭只需要自付1 . 6万元，社会保
险7万元、商业保险20万元报销款
直接支付至定点医院账户。

“大病医保”项目发言人张庆
峰解释说，这个运作模式中，无论
是公益基金还是商业保险公司，
都属于各自领域的“专业力量”，
通过设计一套制度，将彼此勾连。

“诚信、公开、透明是现代公
益的‘标配’。”邓飞说，公益组织
应引入第三方独立审计，引导公
众更加专业而有效地对公益组织
进行监督。

从调查记者到民间公益的组
织者，邓飞感受到了在这个微博
时代里，人财物资源的迅速集结。

“以前，我们靠写文章影响读者实
现某种改变；现在，我们可以绕
开，自己来实现改变。”

但在这种改变中，他必须要
扛得起那些冲着他来的“冲突与
委屈”，那是中国民间慈善公益必
须付出的“成长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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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是一场伟大的训练”

由救助杜传旺引发的网络乱局，让其家人备受困惑，多家媒体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某媒体刊发的“天使妈妈”救援迷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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