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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心心人人多多了了，，只只是是信信任任少少了了””
官方助学组织称可共享贫困生源信息，让孩子多渠道受助

记者了解到，在中小学资助
方面，并不缺乏寻找资助对象的
途径。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的官方网站上，名为学生在线资
助的板块常年进行结对资助活
动。

“需要资助的学生经由学校、
区县团委等各级团组织层层筛
选，更新也很频繁。”山东省青基
会工作人员说，资助者注册后，可
看到学生详细信息，可通过网站
结对，成功以后，学生名字便会从
网站上删掉。

记者查询发现，网站上依然
有850多名学生没有成功结对。

“其实如今是有一些一对一
的资助平台，但平台的推广依然
需要加强。”山东大学哲社学院社
会工作系副教授张洪英说，她同
时担任济南基爱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副理事长，对于民间助学与受
助者对接不畅的现象，她深有感
触，“目前基爱社工正在运作一个
项目，而其缘由也是济南一群想
资助孩子的人不知道如何找一个
合适的平台。”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有意资
助者与受助者需要资助者对接不
畅反映的另一个问题是，目前国
内社会组织发展得不完善。”张洪
英说，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很
多工作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承担，
政府的职能应是制定政策并管理
监督，具体的工作则由一些有能
力的专业社会组织、专业的人士
来做，这也是十八大以来，新一届
政府大力鼓励社会组织发展的原
因。

“但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依
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民间公
益组织越来越多，但大都处于野
蛮生长期，没有完善的组织，也没
有合理的运作机制。”张洪英说，
很多人都是完全凭热情在做公
益，无论是从精力还是能力来说，
都有所局限，自然也就造成了想
助学但“无人”可助的尴尬。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尹明亮

公益组织

更需专业运作
本报烟台9月19日讯（记者 孙淑

玉） 19日，本报报道了烟台民间助学组
织“吃不饱”，致资助人排长队一事，引起
各界强烈反响。烟台官方助学渠道表示，
可以将贫困学子信息分享给民间助学团
队，打通资助与受助双方的信息屏障。

记者从烟台市希望工程办公室获
悉，截至今年7月10日，募集用于一对一
资助、奖励贫困学子的善款达30余万，
尽管这一数字远超去年同期，但目前仍
有数百名孩子等待救助。

烟台市慈善总会每年会开展“关爱
生命”、“爱心桥”等公益项目，救助因病
致贫和因意外致贫的家庭。“这些家庭的
孩子如果有长期一对一资助，能减轻家
里不小的负担。”慈善总会救助部工作人
员估计，仅去年和今年就有近90个孩子
需要帮助。

利用各级团委和基层政府组织调查
贫困生信息，是烟台希望工程办公室、慈
善总会等部门的天然优势，这样既能保
证生源，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调查成本。

“好心人多了，只是信任少了。”针对
草根组织资助人“排队”现象，烟台希望
工程办公室工作人员称愿意将孩子信息
通过媒体等第三方平台公布，以方便热
心人资助，但此过程中必须保护好孩子
的一些隐私信息。

“不管是慈善部门或是希望工程的
生源，只要义工再次核实，就可以联系对
接。”鼎丰助学服务队队长张圆苹说。

记者从烟台主要助学团队获悉，目
前，通过扬帆助学、鼎丰助学及本报爱心
平台已被预定出去的学生名额达百余
个。“有些爱心企业一口气就要资助10个
孩子。”张圆苹介绍。

得知烟台主要助学组织面临“吃不
饱”的情况，招远辛庄小学英语老师刘伟
晓致电本报，称愿做一线调查者，为贫困
孩子和公益组织“搭桥”。

张园苹说，“我们不排斥通过其他途
径获得信息，对接好心人资助。”

不过，扬帆助学服务队队长薛志伟
说，自己曾支持并试图对接相关机构生
源，但收效一般，不少好心人婉拒的理由
是，“只想亲自将钱送到孩子手中，不希
望资金转手”。

“多种渠道收集受助孩子信息更好，
只要保证信息真实就行。”采访中一家不
愿透露姓名的爱心企业负责人称，时下
公益圈内频频爆出丑闻，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他参与公益的热情，但只要孩子确
实有需要，他依然愿意帮忙。

“我们聊城可以提供贫
困学生资源，希望好心人能
多帮帮孩子。”看到本报报
道后，聊城春雨助学协会负
责人潘军致电本报，希望能
打通烟台热心人资源与鲁
西贫困学子的通道，帮助更
多孩子上学。

潘军告诉记者，成立于
2012年5月的春雨助学，已
累计资助300多名孩子，目
前在捐人数超过200人，但
仍有近百名学生等待捐助。

“如果有烟台爱心人士
的联系方式，赶紧帮我们联
系联系。”菏泽成武的张劲
松一早看到了本报民间助

学钱等人的报道，他与成武
爱心联盟的志愿者们依然
在为手头的20多个孩子四
处寻求资助。

“要找困难孩子太好找
了，但要为他们寻找资助就
费劲多了。”在张劲松的QQ
号上，共加了30多个QQ群，
基本都是全国各地的民间
助学群。

“前年资助了34个，去
年资助了167个，今年已经
资助了125个。”已退休的张
劲松如今大部分精力都用
在了为孩子联系资助上。

“也和经济情况有关，
本地资助学生的人也有，但

比较少，多数学生都要靠外
地的人来资助。”张劲松说，
他的方法虽笨，但经过几年
的积累，已经摸着一些门道
了。在今年他们帮忙联系资
助的125个孩子里，江苏江
阴一个爱心组织资助了9
个，上海一个组织已资助了
12个，还要再资助12个，其
余的都是这个爱心团队通
过各种途径零星找的。

“手上还有20来个孩
子，帮这些孩子联系好资
助，也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再去回访一下去年的那些
孩子。”张劲松说。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尹明亮

记者采访中获悉，百余名爱心人排队资助孩子，无奈爱在栖霞义工服务队只得“分流”，
劝说好心人将资源转移到照顾孤寡老人身上。

“有时刚调查完老人就走了，惹得大伙一阵难过。”扬帆助学服务队队长薛志伟说，刚走访
落实了情况，还没等资助人上门就传来老人过世的消息，眼泪流得多了，再接手义工也会犯憷。

常年带着团队到敬老院陪老人说话，为老人打扫卫生、按摩，开发区慈善义工队队长林
霞认为，尊老是必须的，但老人需要更多的是精神慰藉，所需经济援助不多。

“每个家庭都有孩子，更容易感同身受吧。”一位常年活跃在公益一线的团队负责人称，
助残、助困的项目每年都会进行，最抢手的始终都和孩子有关。本报记者 孙淑玉 尹明亮

鲁鲁西西助助学学组组织织求求烟烟台台同同行行帮帮忙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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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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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助学义工到莱阳看望贫困学子，给他们送去钱款。本报记者 孙淑玉 摄

失衡的助学

“嫌老爱幼”，民间公益多偏向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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