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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婆婆”难找，草根组织转正难
双重管理卡住不少民间公益组织注册
本报记者 郭静

志愿者服务保障“真空”多
一旦出了事故，很难获得赔偿

本报济南1 2月5日讯
(记者 张榕博) 5日是第
27个国际志愿者日，但记者
采访获悉，多数志愿者在
日常进行服务时缺少必要
的服务、医疗以及意外保
障。有关人士表示，由于资
金问题，只有大型赛事活
动中的志愿者，组织单位
才会为其购买保险。

“我们事先会知道承
担什么任务，会在哪些环
境中服务，有什么风险，注
意什么，除此之外也就没

有了。”5日，大学时期多次
参加志愿活动的济南社工
小卫告诉记者，虽然自己
没有过在大型赛事中身穿
统一、漂亮的制服进行志
愿服务的经历，但是她却
觉得，如果谈到志愿服务
精神，自己在马路上疏导
交通、在社区中帮助孤寡
老人的工作，与赛会志愿
者进行的服务没有什么不
同。团省委志愿者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
了志愿精神，志愿者进行

服务时条件差异很大。
“一般只有大型活动，

才会给志愿者提供服装、
饮用水、午饭等后勤保障，
更重要的是提供保险。”团
省委志愿者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说，以济南举办的全
运会为例，保险每个人30

元，包括人身意外和伤病。
但是如果是小型活动，没
有企业赞助的话，志愿者
很难获得保险，志愿者的
一些权益有时就会难以保
障。

“如果是在环境特别
差的马路上疏导交通，自
己最多也就是戴一个口
罩。但我觉得一般的志愿
服务不会有什么风险，也
没听说过买保险的事。”小
卫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
省在团省委志愿者服务中
心注册的青年志愿者达308

万人，但还有更多青年志
愿者在一些没有注册的公
益或民间组织当中进行志
愿服务。团省委志愿者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说，这些
志愿者在进行志愿服务
时，更像是一个没有任何
保障的“临时工”。由于目
前许多志愿者组织没有注
册，在这些组织进行志愿
服务时就像登山驴友组
织、车友会一样，一旦出了
事故，很难获得赔偿。

“我们谈到志愿者时
总是说他们做出奉献，但
很少注意这个群体的权益
保障。”团省委志愿者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济宁一民间组织

无法“转正”解散

6月9日，活跃在济宁已5

年的民间公益组织“暖心公益
联合会”突然宣布解散。该组
织发起人称，解散主要是因为
一直无法完成注册，没有“合
法身份”，开展工作比较难，解
散后将会筹备注册重组。

作为在济宁市比较活跃
的民间公益组织，暖心公益联
合会突然宣布解散让很多人
大吃一惊。发起人刘健告诉记
者，从去年开始，他曾经3次正
式向济宁民政部门申请注册，
但一直没成功。

在解散5个月后，济宁“暖
心联合会”迎来曙光，12月5

日，该组织负责人刘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组织的
骨干成员正在为“暖心”的注
册进行积极的努力，用来组织
办公的专用场地已经达成意
向，而且申请用的资金也正在
筹备中，春节过后，“暖心”将
再申请注册，重新起航。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日照泰安进行

直接登记试点
山东省民间组织管理局

表示，我省正在积极开展公益
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鼓
励各市培育发展公益慈善类
社会组织。目前，日照、泰安等
地已先行试点，降低登记门
槛，简化登记程序，重点培育
发展社区便民类和公益慈善
类等社会组织。

本报记者 邢振宇

自由畅想，说出你的梦
本报邀您给未来写一封信

本报济南12月5日讯
站在2012年的岁末，您

有没有畅想过未来的样
子？假若您心中有梦，本报
邀您给未来写一封信。如
果您对个人、对爱情、对事
业、对祖国、对家乡等等有
什么憧憬期望，请尽情展
开想象，写下对未来的憧
憬，描绘出未来的世界。

2012年党的十八大闭
幕，一幅精心绘制的幸福
图景正向人们徐徐展开，

“美丽中国”、“收入倍增”、
“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
则公平”……勾勒出了一
个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
到的美好生活。2020年，中

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

来人民的幸福和尊严将会
更加具体。

我们更深知，国家的
美好图景取决于每一个生
动的个体。

为此，本报邀请读者
以书信的方式表达对未来
的期许。

收入倍增，不是空洞
的数字，对个人来讲，是到
手的工资，是家人的生计；
美丽中国也不是一句口
号，更是身边的蓝天白云、
小桥流水。

“未来”，激荡着每一
个日子。

想 象 您 正 写 信 给
2020年后的自己，您想对
未来的自己说些什么呢？
到那时，您想要实现哪些
不同的梦想和目标？

那时候，您理想的人
生状态是怎样的？事业、生
意、学业状况如何？财务、
家庭、爱情、健康、精神、娱
乐活动都是怎样的？

齐鲁晚报即日起征
集“给未来的一封信”。请
您展开想象，描绘未来，
写下您的憧憬和祝福。

如果您是漫画爱好者，
还可用漫画的形式将您对
未来的畅想描绘出来。

本报将择优刊登。

投稿方式：
1 .电子邮箱：woxinwen

@126 .com
2 .登录齐鲁晚报网

(www.qlwb.com.cn)留言
或者通过本报腾讯、新浪
官方微博给未来写信。

要 求 ：每 篇 字 数 在
1000字以内，漫画单幅或
者组图均可。

截止时间：12月18日

关注民间组织注册难
5日是国际志愿者日，省内许多民间公益组织在进行志愿服务活动

的同时，也在思考自己的未来。6月份，济宁一民间组织因找不到“婆
婆”，无法转正，无奈解散。在省内，类似无法注册的民间公益组织还有
很多，他们做着助老、助残、助学的好事，却难以找到自己的组织。

“只要没注册，就不会被纳入管理，还是没有

得到承认的组织。”济南友爱人生组织发起人张焱

(化名)对记者说。12月5日是国际志愿者日，许多草

根组织期待着能早日得到承认，成为一个注册的

组织。

5日，潍坊义工组织把募捐来的羽绒服、棉袜、手套等发给志愿者，这些羽绒服将被
分别送到163名困难学生和孤残对象手中。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广东省于2009年末就正
式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公益
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
规定》，规定简化了登记程序，
取消筹备成立阶段和业务主
管单位前置审查程序，公益服
务类社会组织无须找主管单
位或者部门挂靠，可直接向登
记管理机关申请成立登记。

格他山之石

广东公益组织

注册无须挂靠

格延伸阅读

“一问注册没有，就矮了三分”

“我们本来是注册过
的，有正式身份的，但已经
过期了，没年检下来，又成
草根NGO(非政府组织 )
了。”5日，作为济南一个助
残民间公益组织的发起人，
梁明(化名)开口就跟记者
抱怨。

作为一个成立于2003
年的民间助残组织，经过多
年的运行，已经相对成熟，
并且做了大量的公益活动，

“但是想完成年检后注册，
简直太难了。”

梁明说这对他们的影
响尤为重要，因为他们的
组织是依托项目进行活
动。“如果没有注册，发布
项目的单位就会觉得你和
政府处得不好，就会低估
你们机构的工作能力。”他
说，并且有些基金会和机
构会明确要求：需要经过
正式注册的机构。因此，就
因为没有注册，他们错失
了不少机会。

环保方面的民间组
织———“绿行齐鲁”则还没
进行过注册。这个新组织成
立于今年5月底。发起人之
一张广慧说，为此他们举办
了“乐水行”、“绿色沙龙”等
活动，由于没有固定的场
所，举办这些活动只能临时
借用一些咖啡馆或者学校
等场地。

“我们也跟环保部门联
系过，他们也乐于跟我们沟
通。”张广慧说，提到注册的
问题时，目前时机还不成
熟，因为组织运行时间较
短，没有注册资金，没有固
定场所，也没有足够的影响
力，所以前去注册的条件还
不够。

没有注册的特殊身份，
经常使他们陷入尴尬。“举
办活动时，我们会去联系一
些机构或者部门，他们通常
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有没有
注册。一提到这个问题，就
觉得矮了三分。”

怕担责任，主管“婆婆”难找

不少草根组织的发起
人都认为，难注册的症结主
要在管理模式上。长期以
来，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管
理”，要注册的话，必须先找
到业务主管单位，然后才能
到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
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
示，目前中国正式登记的
社会组织达到46万个，但
因双重管理体制等而未登
记的组织，估计为1 0 0万

个，甚至更多。
“也就是说需要‘两个

婆婆’来管理，但另外一个
‘婆婆’比较难找。很多民
间组织都因找不到主管单
位无法注册。”济南友爱人
生组织发起人张焱说。

业务主管单位难找，跟
所承担的责任有关。有部
门的工作人员表示，作为
主管部门要承担一定的责
任，而民间组织相对松散，
管理很难靠上，所以害怕

一旦出事需要承担责任。
记者了解到，我省非

营利性民间组织已达到
3 . 7万个，这并没有包括梁
明他们的民间组织。

“广东实行民间组织
注册无需挂靠，这在某种
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社会
组织发展的新阶段。”张焱
说，广东的做法让他们看
到了希望。“已经开始探索
了，如果成功了，估计会推
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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