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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帮草根愿为求救者奔走疾呼，
用不着填写申报材料，尚未发迹的捐
10块钱不嫌少，依然觉得自己为爱付
出过，而发迹了的捐1万元，没觉得
自己帮了很大忙，只是付出一点努
力。这样的民间慈善我们期盼已久。

但从明星诈捐门到郭美美事件再
到宋庆龄基金事件，民众开始对慈善
组织的管理漏洞绷紧了神经，不论对
“国字头”公益组织还是“民字头”
公益团体都存有疑惑，于是大家捐款
之前还要先掂量掂量自己是不是踏进
了陷阱。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慈善监
督方式落地之前，全民慈善离我们恐
怕还很远。

捐款之前先得避开陷阱

全民慈善离我们还有多远
本报记者 李小凯

慈善家帮熟不敢帮生

白血病女孩李海迪说过，
获知白血病后一度绝望的她在
与妹妹配型成功之后，首先想
到的是从慈善组织获取慈善援
助。但向潍坊某慈善机构提交
一沓申报材料后，意料之中的
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穷
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的影响，遵循的是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在
这种儒家的伦理体系下，不难

看出，只有在最大限度的实现
了自己的政治或者是财富的追
求，也就是最大化的实现了自
己的人生价值后，才可以去
“平天下”，救万民于水火之
中。忽视了的是，每个人其实
都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不管你
是亿万富翁，还是普通人。

另外，国内一项调查显
示：当被问到“在路上遇到向
自己求助的陌生人时如何做
时”，选择“绕过去，不理

睬”的人占了近一半的比例；
而选择“给予帮助”的人占了
百分之三十多。但在问到“如
果您周围的同事、同乡、同
学、朋友需要帮助，您是否会
给他们帮助”时，回答“会给
予帮助”的占了百分之八十
多；回答“不会”的还不到百
分之十——— 帮熟不帮生，就是
这么个理。

潍坊市慈善总会会长马全
海说，平等式的慈善绝对无

“远近亲疏”之分，也就是对
于受助对象“平等”的态度。
慈善行为会有特定的捐助区域
和救助对象，但这种区域的划
分和救助对象的确定不会受
“地缘关系”、“亲缘关系”
及与自己熟悉程度的影响，而
是会在“普世”的价值理念的
指引下，对于有需求的受助对
象，应该尽可能的做到一视同
仁。

根据美国法律，慈善组织分私
人慈善组织和公共慈善组织。私人
慈善组织资金来源于个人、家庭、
企业等，但不得在社会上公开募
捐；公共慈善组织则可在社会上公
开募捐。美国慈善组织完全公开透
明，捐款、会员会费、管理人员薪酬、
慈善开支去向都有记录，任何人都
可查阅。慈善绝非是富人的专利，穷
人行善往往比富人更慷慨。根据美
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美国
最贫穷的20%的人捐出自己收入的
4 . 3%，而最富的20%的人仅捐出其
收入的2 . 1%。穷人平均收入10531美
元，捐出4 5 3美元；富人平均收入
158388美元，仅捐出3326美元。

靠几个名人做不好慈善

“打开微博，满眼的重病求
救和亲人走失，原来这个微博
世界并不比现实世界强多少。”

潍坊网友WF鸟儿曾经发
出过这样的感慨，言及深处，想
来也罢，能帮上则帮，帮不上则
帮忙转发，让更多的人在微博
上看到，几亿微博用户终究有

几个能帮上的吧？缺钱，好说，
几亿微博用户，一人一块钱，救
助百八十个病人不成问题。可
问题是，第一个幸运儿出现后
并不会紧跟着第二个幸运儿，
微博上多了的是求救的，少了
的是能救助的。真假更是难辨，
捐与不捐更让爱心人士感觉扑

朔迷离般犹豫不决。近乎泛滥
的微博式同情，估计把这帮名V

折腾的够呛，试想每天打开微
博成千上万的转发和私信，打
开一眼尽是求救捐款和帮助的
哀嚎，纵使谁也承受不了多久，
所以这种泛滥的微博式同情并
不是慈善的权宜之计，远水难

解近渴，或许微博只能解决燃
眉之急。更何况，真正能够因微
博救助的白血病人士屈指可
数，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只有当普通公众加入到慈
善队伍而不是只有富豪们、名
人们单独支撑慈善大厦，才是
慈善事业最好的方向。

慈善透明才是回归之道

几乎所有的慈善救助都离
不开媒体的推动，有颂扬有批
判，有鼓励有揭露。

对于慈善的良性运行，人
们过多的依赖于媒体的监督。
笔者同意白岩松曾说过的一句
话，目前中国公益的确有瑕
疵，如果稍微有一点瑕疵媒
体、公众就谩骂，将限制中国
公益的发展。群众谩骂的初衷
肯定是要解决问题，是想要建

立廉洁的慈善组织，但言论太
过激不仅不能顺利解决问题，
还会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

而监督善款流向和中国慈
善未来之路的责任，是否应该
过多的依赖一种孤独式的媒体
监督还有待考究。目前的慈善
发展阶段，呼唤中国民间慈善
的时代快些到来才是正道。
呼唤中国民间慈善时代快来，

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让

慈善回归民间，让慈善真正变
成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已经越
来越紧迫。慈善事业发达的国
家，有配套的税收优惠措施，
有严格的社会监督机制，有刚
性的法律惩处条例，各式各样
的慈善组织和机构在这些制度
框架之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
的空间，集中更多的资源，发
挥出更高的效率。

目前中国人可能更习惯于

在有灾难发生时集中的捐赠或
是救援。但在很多西方发达国
家，做公益已经是他们的一种
生活习惯。2008年被称为中国
的公益元年，由此可见，中国
的公益事业还只是刚刚起步。
中国的公益意识及信任体系发
展相对缓慢，但我们相信，整个
中国的公益环境是在逐渐规范
和完善的。困难要一点一点的
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美国：慈善全透明

穷人更慷慨

慈善法规要求慈善组织必须是
义务的，不但慈善组织不得谋取任
何利益，慈善组织的管理人员也不
得领取任何报酬。另外还规定，慈善
组织不得与政府组织有任何瓜葛，
不得从事任何与慈善无关的活动。

英国对慈善的受益人也有严格
规定的，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捐
赠，英国判例有个“慈善受益人临
近原则”，就是说，如果最初慈善
受益人不再符合受益条件或死亡，
他临近的有类似条件的人可以继续
接受捐赠。法律没有明确的慈善组
织，则须向当地政府部门注册。按
照英国的法律规定，谁给慈善组织
注册，谁负责监督管理。

英国：注册20万家

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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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心心市市民民为为白白血血病病女女孩孩捐捐款款（（资资料料片片））

在潍浙商为为白血病女孩捐款（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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