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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募捐怎么了

不缺席现场，不止于围观；与事实同
行，让新闻有度。本报今起推出融媒深度
报道专栏《在场》，以事实为原点，关注人
性，洞察社会。欢迎登录齐鲁壹点APP

“情报站”提供新闻线索，与我们一起记
录那些“冒着热气”的故事。

文/片 本报记者 许建立

连诊断报告都没有
就开始在网上募捐

1月24日，赵苗苗坐在齐鲁
医院病房走廊内休息，当她打
开微信朋友圈时，一则求助信
息引起了她的注意。面对这条
普通的大病筹款信息，赵苗苗
向记者感叹，发起人“太着急
了，孩子入院还没一周呢”。

作为一名网络大病众筹募
捐平台的专职志愿者，赵苗苗
给自己的定位很明确，就是要
在线下科学引导、规范大病患
者及其家属的筹款求助行为。

“我见过一些不规范的，虽然也
筹到了钱，解决了一时的困难，
但总感觉心里别扭，是对社会
爱心的不负责。”她说。

这次让赵苗苗有点生气的
就是一条“不规范”的筹款信
息。原来在1月中旬，赵苗苗在
齐鲁医院血液科走访住院患者
和家属时，遇到了病患家属王
先生。王先生的女儿刚刚两岁，
但白血病让这位可爱的小女孩
不得不住进医院接受化疗。小
女孩在病床隔离罩内与家长交
流，不时翻动着手中的绘本，向
王先生问这问那。

在交谈中，赵苗苗得知王
先生想给女儿发起大病筹款，
不知该如何操作，上传什么资
料，这才请志愿者帮忙。不过王
先生告诉赵苗苗，孩子刚入院
一周，病情还不是很明朗，而且
目前只有一张检查报告单。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赵苗
苗建议王先生过段时间再发起
筹款。她解释说，因为孩子刚住
院，主治医生正在制定治疗方
案，需要进行多少期化疗、花费
多少钱还不是很确定，况且现
在发起筹款的话，展示资料不
多，连诊断报告都没有，影响筹
款公信力和效果。

和王先生沟通后，双方还
互加了微信。可是令赵苗苗没
有想到的是，王先生没过多久
在另外一家筹款平台上发起了
筹款，目标金额高达三十万元。
同时最让赵苗苗想不到的是，
王先生在求助文章内竟写着

“已花了二十万元”。

“这还没怎么开始治疗呢，
就写花了这么多钱，显然不合情
理。孩子得了白血病这件事是真
的，也挺可怜的，家里困难向社
会求助也属正常，可是也不能乱
来啊。”赵苗苗无奈地说。

“对公打款”最透明
但少有问津

近年，像水滴筹、爱心筹、
轻松筹等平台，越来越得到特
困家庭的了解和认可。如果将
募集善款的行为比作从社会爱
心的“蓄水池”里抽水，那么这
些筹款平台就好比是“爱心抽
水机”，以前所未有的精准度和
高效率抽取“爱心”。

然而，诚如志愿者赵苗苗
所担心的，目前的一些平台在
内容审核能力、善款使用监管
等方面，尚存问题。诸如夸大病
情、虚构病情、未确诊就筹款、
利用病人的公开资料骗捐等现
象，不仅损害了筹款平台的公
信力，更对社会爱心这座“蓄水
池”形成伤害和透支。

志愿者赵苗苗看到王先生
的求助后，找到了他，再次劝他
不要这么做。“你是第一次筹
款，非常重要，不要伤害周边人
的爱心。”虽然赵苗苗这么说，
但是看着王先生已经筹到了两
万多元，她又似乎不知该说什
么了。“我期望每个环节都真
实、准确，虽然我知道王先生想
提现的话，还是需要上传诊断
证明，但在这个最初的环节里
出现没说实话的情况，是对爱
心的伤害。”赵苗苗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避免善
款提现后被挪作他用，很多平
台推出了“对公打款”，即将筹
来的善款直接从平台账户汇至
医院账户，大病患者的治疗费
直接从善款里扣除。不过多位
业内人士表示，使用“对公打
款”不存在任何财务问题，但使
用者非常少。在筹款志愿者王
展印象中，只遇到过一例“对公
打款”的。

“病患是一位老人，子女在
老人身边照顾的时间少，我帮
助老人发起筹款后，老人子女
嫌麻烦，选择将善款直接打入
医院账户。”王展说，“‘对公打
款’的好处很多，不过很多发起

人觉得把钱提出来比较好。”

为获得最大捐款额
平台“功利性”支招

“筹款项目通过审核上线
后，要全力在朋友圈内转发，一
定会感动亲戚、好友、同学、同
事、老乡、同学的同事、好友的
家人、同学的好友……不求人
人出钱，但求人人信你，人人转
发。”这是某大病筹款平台在其
微信公众号上推出的“筹款秘
籍”。

在这份“筹款秘籍”中，平
台方不仅对筹款效果超过5万
元的案例进行了总结，还提供
了“最佳筹款扩散套路”。“秘
籍”指出，充满积极求生的正能
量、内容真实感人、非常努力又
科学地扩散、积极互动是实现
最佳筹款效果的技巧。“最佳套
路”则提供了多种转发方法，还
不忘提醒发起人：过多过散地
转发，容易引起大家质疑，难分
真假，反而影响效果。为了帮助
发起人写求助文章，某平台在
微信公众号中还提供了筹款小
助手，声称“2分钟帮你写好求
助文章”。

客观上讲，这些所谓秘籍、
助手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求助
者获得较好的筹款效果，并且
还起到了“筹款大数据”的作
用。有筹款平台数据显示，晚饭
左右开始转发效果最佳，而且
晚上8点到11点是筹款高峰；初
次求助或间隔3个月以上未求
助过再发起的、十分努力转发
的患者，更容易迅速筹款成功；
及时更新病人的进展、即时回
复表达感谢、通报资金用途，获
得更多捐款的概率更大。

对于这些“筹款秘籍”，一
些受访者认为“没啥”“可以理
解”。不过，也有许多爱心人士
感到“不适”。

爱心市民张女士表示，在
手机看到大病筹款信息后，常
在求助平台上捐款，这倒没什
么，关键是平台方的这种“功利
性”支招，就有点变味了，将本
来很朴素、很单纯的求助进行

“包装”或者“引诱”，以此来获
得最大限度的捐款，过度地强
调方式方法，反而将网络大病
筹款最本质的东西遮掩了。

被被套套路路的的善善意意
还没开始治疗就说已花二十万

网络筹款有“秘籍”，信息能“包装”

如今，进行网络大病筹款几
乎成了很多困难家庭遇到大病
重症时的首选。记者在走访中发
现，困难家庭对大病筹款平台具
有很高的依赖度，病人家属之
间、病友之间对各类大病筹款平
台并不陌生。有名来自农村的患
者说，这类筹款平台简单易用，
发布求助信息门槛低，筹款效果

好，比申请其他救助效率高。
虽然诸家大病筹款平台在

信息发布条款中声明，“本平台”
只是信息发布平台，通过“本平
台”个人求助渠道发布的信息为
个人信息，非慈善公开募捐项目
信息，而且还有一系列的免责条
款，但是在社交媒体中依靠熟人
之间大量传播，绝大多数人会对

这类个人求助选择相信。
山东省立医院小儿血液内

分泌科主任戴云鹏医生表示，现
在医保或者新农合对白血病的
报销比例很高，部分求助者的募
集金额确实存在目标过高的情
况，对白血病的治疗产生了误
导，需要筹款平台及时纠偏，加
强线下志愿者对求助者的劝导，

守住公益救助的底线。
对于网络大病筹款，社会学

家、山东大学教授王忠武认为，
这些网络平台上涌动的爱心体
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心，也恰
恰展现了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不过这些网络平台
在提供便捷捐助渠道的同时，一
些由于监管不足、审核不严带来

的负面影响，会对大众的爱心产
生消解、透支等副作用。

“在加强监管慈善组织互联
网募捐平台行为的同时，发布平
台对这些个人求助也应当加强
引导、规范，保护、呵护社会爱
心，这样才能真正有益于构建全
社会参与的重疾救助体系。”王
忠武说。 本报记者 许建立

监监管管审审核核应应跟跟上上，，不不让让爱爱心心““透透支支””

在省城省立医院附近的出租屋，志愿者将好心人捐赠的书籍转送给

患病儿童。

开
栏
的
话

大病筹款平台志愿者正在指导病人家属，并帮助他们将看病的资料

上传至平台。

网络大病众筹募捐平台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兴救助方式，不少困难家庭因之受益，但作为新
生事物，缺少规范化的引导和监管政策，一些募捐行为尚存在夸大甚至杜撰事实等“骗捐”行为。2016
年底，“罗一笑”事件引爆了朋友圈，上万人的爱心涉嫌被“营销”，也让网络募捐走上风口浪尖。如何避
免网络募捐成为社会爱心的“抽水机”，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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