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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慈善更暖人心
今年 8 月，郑州慈善总会联合郑州日产有

限公司，共同为全市 300 名学生送去 150 万元
的助学善款。发放资金之前，慈善总会首次在
新闻单位公布受助学生的名单，并接受社会的
监督。此次公布，有3名学生因谎报情况，被取
消了救助资格。对此，郑州慈善总会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王万民说：“慈善透明是大势所趋，
早透明就早受益。”

9月，河南省慈善总会召开“打造透明慈善
座谈会”，向社会聘任社会监督员，在网站公布
捐款情况和救助情况，争取让每一笔善款的来
去清晰明了。对此，河南省慈善总会秘书长师
戌平说：“只有慈善透明，才可以带来公信力，
而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线。”

9月，河南省慈善总会作为省级慈善机构，
在国内首次实现了透明慈善。河南为什么有
勇气在全国率先做“透明慈善”？这将给慈善
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带着疑问，记者进行
了采访。

首晒受助名单：
3名学子被取消资格

8月 27日，家在巩义夹津口镇丁沟村的郑
萌萌收拾好去北京大学的行囊，就在这天下午，
她收到了来自郑州慈善总会和郑州日产有限公
司共同为她资助的5000元钱。有了这笔钱，对
于生活在低保家庭中的郑萌萌来讲，就解决了
她的学费。和萌萌一样，这天郑州市一共有300
名考上大学的贫困学子得到了助学款。

只是，不少受助学子并不知道，他们在接
受善款之前，名字、家庭住址、录取院校等信息
都在本报和晚报上进行了公示，并公开接受社
会的监督。这是慈善总会首次将受助人的情
况进行公示。出乎意料的是，在社会的监督
下，最终有 3名学生由于情况不符合条件而被
取消了受助资格。

“经过公示，有 3 名学生的受助资格被取
消，因为在公示之后，有市民电话反映，他们都
接受过其他部门的爱心救助。”郑州慈善总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万民说，之所以首次公
示名单，“就是要给社会一个交代，给捐资企业
一个明白账”。

除了这种大型活动，郑州慈善总会开始在
媒体公布并且接受社会监督，市民的捐款情况
也“晒”在了郑州慈善网上。郑州慈善总会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在筹划更新网
页，将慈善公示一栏在显著的位置标出来。

郑州慈善总会对善款的去向进行明明白
白的公示，河南省慈善总会也在忙着“晒”慈善

账单：在河南省慈善总会召开的“打造透明慈
善座谈会”中，省慈善总会承诺：无论是省慈善
总会的机构基本信息，还是捐赠信息、救助信
息、财务信息等，都会在河南慈善网上一一公
布，并且在社会聘任兼职的社会监督员，监督
审核省慈善总会款物的募集、分配、发放、使用
的情况。

打开河南省慈善总会的网站，网页上显示
着“最新捐赠”、“集中捐赠”、“财务公开”、“救
助公示”等栏目，其中，最新捐赠公示的是省慈
善总会前一天收到的最新捐款：“王笑盈 120
元”、“吴乐涵 1200元”。集中捐赠公示的是青
海玉树抗震救灾、云贵灾区的捐赠情况，每个
总单后还有捐赠明细。财务公开公示的是每
月的捐赠明细，在7月的捐赠明细中，余涵等十
多位捐款10元的人，也上了爱心人士榜。

透明慈善：
慈善工作的必然之选

“捐钱时，我们都是怀着美好的心愿，但是
我们没有渠道知道自己的捐款用到了哪里，我

们也会怀疑这其中是不是有黑幕……”今年 8
月，市民许楠拿出了5000元捐给河南省慈善总
会，他希望这些资金可以帮助苦难的学生，可是
对于这些善款能不能用到实处，她也有顾虑。

就在今年1月，全国道德模范、江苏黄埔再
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等百余位
企业家携带全国513名企业家和爱心个人捐赠
的4316万元，赶赴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
等西部地区，向贫困家庭发红包。这种“直捐”
的方式越发地被人接纳。对此，省慈善总会宣
传部部长林彬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捐”，
是因为直捐的效果更为快捷，直捐周期短、见
效快、透明度高，捐助者的意愿得到了最为充
分的表达和体现。与现行的捐助制度相比，许
多捐助者都渴望得到公开、透明的公示，而不
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省慈善总会秘书长师戌平说：“很多市民
捐款之后，他们都想知道这些钱是怎么捐的，
会不会及时送达到受助人手中，会不会让受助
人得到帮助，他们都想知道这些答案。”于是，如
果想让更多的人愿意做慈善，就必须尊重他们
的知情权，透明慈善，是慈善工作的必然之选。

为什么率先在全国做透明慈善？师戌平

说，作为省级的慈善机构，在全国首次提出透
明慈善，这不是故意出风头，之前他们自身也
经历了“头脑风暴”，担心信息公开的准备还不
够充分。但是，师戌平说，信息公开是慈善机
构的基本义务，要对公众有所交代；也是慈善
机构的基本责任，如果捐资人捐了钱，但是得
不到回馈，心里将会有所顾虑。

“信息公开是慈善工作的生存之本。”师戌
平说，慈善工作之所以可以存在，就源自于公
众的支持，将这些善款的来源和去处给公众一
个说法，是对捐赠者知情权的保护。

如何透明：
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并存

慈善透明，说起来简单，但是实际操作中
还是有很多难题的。

制约慈善透明，师戌平认为主要是两个原
因：首先，国家没有关于慈善透明的法制、法
规，“现在所有对于慈善公开的法规，都散落在
多个管理条例中，并没有系统的、强制性的规
定”。其次，慈善信息公开需要一定的能力，无
论是工作技术问题，还是队伍人才的需求，都
要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可以做到慈善透明。

河南省慈善总会将从自我约束和社会监
督两方面打造透明慈善——

今后，省慈善总会的每一笔捐赠收入只要
确认到账，都会即时公布在河南慈善网上。每
个月的捐赠收入和捐赠支出的明细账都会于
次月在网上公布。对于针对项目的捐赠，将在
三个月内向捐赠者反馈资金使用和项目进展
情况。定期接受有关部门的审计，并在每年年
底将审计结果、年度财务报告公布和省慈善总
会的工作报告面向社会公开。此外，面向社会
公开招募了全日制义工，100 多人报名。这些
全日制义工将和我们共同工作，我们的日常工
作都将置于他们的监督之下，他们可以代表社
会各界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

在社会监督方面，省慈善总会将面向社会
公开招募社会监督员，他们可随时监督审核我
们的慈善款物的募集、分配、发放和使用情况，

也能监督慈善救助的审批和救助程序，并能回
访救助对象等。同时，市民随时去旁听慈善总
会的每个会议，并来监督检查省慈善总会的平
时工作。

组建透明慈善联盟

河南省慈善总会率先进行“透明慈善”，那
么其他地市会不会也将慈善工作透明化？记
者了解到，目前，郑州慈善总会已经决定更新
网页，在主要位置显示“公示信息”，让慈善在
阳光下操作，更暖人心。

“我们把自己的收入拿出来，捐赠给需要帮
助的人，我们真的希望知道这些钱是不是用到
实处，透明慈善，会打消我们的顾虑，让我们在
做慈善的时候，不再怀疑。”市民王玲一直具有
爱心，她每年都会给慈善总会捐赠一部分钱，听
说省慈善总会将建立透明慈善，她非常赞成。

师戌平也表示，省慈善总会不仅会在网络
上公布出来市民的捐赠情况和受助信息，还将
以短信等方式通知捐赠人，及时告知他们这些
善款的去处，并且，还将定期举行联谊活动，让
捐赠人和受助人能面对面的交流，让慈善不仅
仅是捐钱和受助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是一种
爱心的流动，让他们彼此之间也有交流”。

林彬说：慈善组织的优势不在于有权，也
不在于有钱，慈善组织最大的优势，就是具有
比政府部门和盈利性企业更强的公信力。现
在公益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向公信力高，透明度
高的基金会。一些公信力较差、运作不透明的
基金会最终会被淘汰。可见，公益组织的公信
力已经成为了其生存的生命线。作为省级慈
善总会，他们希望可以组建透明慈善联盟，希
望更多的公益慈善机构能实现信息公开，在河
南打造透明慈善，提升慈善机构公信力。

本报记者 李 娜 文 李 焱 图

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对一个城市而言，如果
这个城市的主人有创造的激情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却足以铸
就其品质奠定其精神。30年前，一个人口和资源都非常匮乏、
默默无闻的小渔村被赋予了这种使命，现在，它已成长为举世闻
名的现代化都市，在国际经济版图上牢牢占据一席之地，创造了
人类自工业文明以来城市化的奇迹。这个城市就是深圳。

今年是深圳等第一批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各种庆祝、纪
念活动相继展开。作为“敢闯敢试”的代表，特区理当收获这份
尊荣。但庆祝和纪念并不意味着福至名归后的坐享功劳，而是
总结经验后的再次出发。

特区30年的实践留下了巨大的财富，这种财富既是有形的
可以统计的，包括GDP、高楼大厦、高新技术产业等，也包括以

“深圳速度”为标志的特区精神，和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
生命”等名言里体现的新的价值观。而众所周知，作为“窗口”的
特区，一直是中国其他城市观照自己、了解世界的媒介。在多数
中国人看来，特区能走到哪里，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能走到哪
里。那么现在特区的高速发展之路，对中国的其他城市究竟意
味着什么？易言之，特区的发展模式中蕴藏着什么样的普遍性
的启示？

诚如有评论者所言，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实践，“充分证明了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充分证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类似的“证明”完全可以继续罗列下去。比如我们认为还有一个
最重要的“证明”就是，证明了民众发展自己的迫切愿望和潜伏
的惊人能量。历史地看，经济特区建立之初，的确在资本、劳动
力以及土地开发等方面获得了一些优惠政策，但这种政策上的
优惠只是发展的一个外因，只有人的因素才是特区发展的决定
性的力量。纪念特区30年，首先当然应该纪念改革之路上的引
领者，没有思想的闪电的射入，就不会有今天的特区。同时我们
还不应忽略那些过去被视为“淘金者”的普通民众的贡献，是他
们看到了一个小小松绑所蕴涵的伟大意义，是他们敏锐地抓住
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契机，并进而改变了一个城市的轨迹。

特区30年，人们习惯于给这种路径冠以“敢为人先”、“前无
古人”等称号，这是纵向观察的自然结果，而如果横向地看，应该
承认，特区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都是一种“面向世界”的改革，遵
循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既定逻辑。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特区建立
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特区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这既是以往特区成功的经验，也是未来发展仍须
坚持的方向。

走过 30 年的特区几乎无一例外地遇到了发展的困惑，即
“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改革阻力加大”。对此，前广东
省委书记、曾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
一书记、市长的吴南生，最近有深刻的分析，他说：“我们过去办
特区，是跟极‘左’的思想斗，跟僵化的意识形态斗；现在随着改
革的深入，各种利益博弈错综复杂，最大阻力就是利益集团。”

“跟僵化的意识形态斗”相对容易，只要不争论多实干，干出成
绩，自然让人心悦诚服，而当阻力来自实实在在的利益集团时，
改革能否启动本身就已成为了一个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
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认为，大量分利集团的存在是导致国
家衰弱的重要原因，这种视角自可商榷，但至少提醒我们，应该
努力避免公共政策为各种分利集团所绑架。

深圳特区的决策者们早已注意到了“创新精神弱化”的问
题，并拿出了“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民社会”等应对
办法。前者意在政府限权，后者意在对社会放权，一“限”一“放”
之间，特区未来改革的途径已经相当清晰。但需要注意的是，

“改革”是一个动词，而且永远是现在进行时态，而不满足于坐而
论道正是特区风格之所在。

曾几何时，深圳等特区的一些先行先试的动作轰动全国，无
论是率先打破“铁饭碗”，还是首次实行工程招标、成立国内第一
家证券公司，其引发的巨大思想震荡注定会进入中国人的观念
史。什么时候，特区再给我们带来这样的观念冲击呢？ 南 文

给权力套上缰绳
日前，媒体报道了辽宁抚顺市国土

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贪污敛财
涉案过亿元的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
关注。据称，她的案子被中纪委领导批
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
劣”，而她捞钱的主要伎俩，一是利用掌
管黄金地段土地征用和审批权的职务便
利，截留、私吞征地款；二是利用假补偿
和侵占他人的补偿房获利。说到底，她
是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想尽一切
办法为自己谋取私利。

俗话说：权力是匹野马，如果让它把
缰绳叼在自己嘴里，那它什么事儿都干
得出来。从屡屡见诸报端的官员插手干
预工程的腐败案件，不难看出官员手中
掌握的权力对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
多么大的影响力，正是因为官员们掌握
的权力太大了，大到不用来寻租自己都
觉得可惜，诸多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案
件才会不断出现，才会有那么多的地方

“工程上马、干部落马”，甚至出现了“前
腐后继”的现象。

许多官员在被查处之后常常说，开
始并非没有警惕之心，但送钱的人多了，
就会产生“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心理，逐渐被拉进了腐败的深渊。这其
实正道出了权力的“可爱”与“可怕”之
处：只要不被查处，就会带来滚滚的财源
和无尽的荣耀；而一旦因为滥用权力落
马，则沦为阶下囚，带来灭顶之灾。因
此，在憎恶和声讨这些官员的腐败的同

时，我们有必要高声疾呼，应让权力这匹
野马套上缰绳，用有效的制度去制约和
限制获得过多权力的官员，令其不能、不
敢、不愿铤而走险，用权力谋取私利。

这种制约和限制，首先应当是法律法
规。法律法规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
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
社会规范。现代社会应当以法律为纲、以
法治国，用法律来约束包括官员在内的每
个人的权力。由于社会在不断发展，会出
现许多新的违法犯罪现象，如果不及时制
定、修订法律法规，就会让一些不法分子
钻了空子，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损失。监察
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出台的

《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建设领域行为处分规
定》，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对违反规定插手
干预工程建设领域的官员如何处分进行
详细的规定，从而规范这一领域官员的从
政行为。这对于进一步促进官员廉洁从
政、深入推进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
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要给权力套上缰绳，还需要
一个健康的社会氛围。如果社会上的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官员的权力比法律
更权威，遵从社会的“潜规则”，对官员
手中的权力趋之若鹜，长此以往就会导
致对社会公平失去信心、对法律失去信
心，为了个人利益只有向权力低头，那
么党纪国法恐怕只能沦为一纸空文，对
那些官员也没有太多震慑和制约作用
可言了。 姜 洁

官方微博也应“让政治变得家常”
这年头，上网的谁若不玩个微博，弄

个 Twitter，似乎就奥特（OUT）了。现
在，不仅是同事朋友家人常聚在一起织

“围脖”，连政府公共机构也纷纷开通微
博，问政网络了。

这不，河北各地公安机关就集体成
了“微博控”：继9月1日河北公安厅官方
微博开通后，日前，河北11地市的公安机
关全部开通了微博。这意味着河北每个
地市的警方都有了自己的网络阵地。如
此集体总动员，颇为壮观。官方表示，此
举是为了推动网络时代的公安机关形象
建设，体现政府机关坦诚开放、公平透明
的执政理念，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安
机关更多的信任、理解与支持。

网络时代，政府机关开微博不但是好
事，而且是一件很潮的事儿。开通微博之
后可以随时随地披露和获取信息，更多元
更便捷地集纳民意。对此，民意表示了认
同和肯定。只是鉴于有些地方的网络问政
也曾出现过一些糊弄民意的闹剧——比如
某地政府网站竟然只是一张截图，某些地
方网络信箱长期无人应答——所以，面对
微博问政，记者得到的网友反馈基本一致：
微博要更新，跟帖不许删，内容要新鲜。

“我最关心的就是提问或者建议能
不能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要是说了跟
没说一样，何谈互动？”这不光是微博特
有的问题，如何回答，关乎新兴的所有网
络问政形式的成败得失。

此前，广西公路管理局网站曾被评
为“最幽默又最认真的官方网站”，皆因
网站管理员对网民诉求，有问必答，且

“幽默风趣、通俗易懂、没有官腔”，故而

好评如潮。这就给包括微博在内的网络
问政一些有益的启示。

只是一个没有官腔的有问必答，就
赢得满堂彩。可见“讨好”民意很简单，
关键看有无此愿望和诚意。没有谁愿意
故意和政府唱反调，故意对官方信息采
取“正话反听”的不配合态度。民众只是
渴望一种对等的最起码的理解和尊重。

旅英学者、著名专栏作家刘瑜曾写
过一文，是讲如何“让政治变得家常”，且
就是以剑桥的政府网站为例。作者搬家
不知如何处理垃圾，打了网站上一个电
话，就有人上门处理。整个网站不是一
个灌输型的宣传性网站，而是互动型的
服务性网站。告诉你垃圾怎么处理，没
钱住房子了怎么办，停车场在哪等，完全
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而且仅仅和普
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有关系。

政府只有谦卑地肯放下架子，为民
生的鸡毛蒜皮而忙，才能赢得民众认
可。服务型的政府网站应如服务生，见
到顾客亲切问候：“您好，请问能为您做
些什么？”所以一个地方的行政生态，大
多可以从当地官方网站得到体现。官方
网站（博客、微博）的谦卑、透明、互动，不
仅是网站定位问题，更是政府的定位，因
为网络倒映着现实。

河北公安系统显然明白这个道理，
承诺除极端言论外不删帖，每日更新，对
跟帖及时回复。这是一种理性、负责而
诚恳的姿态，值得赞赏。如上所述，将公
权运行变得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不仅无
损于政府权威，反而是高超绝妙的公共
管理艺术，深得民心。 李晓亮

堵
最近，中国长途车司机最怕走京藏高速公路。因为该高速路一度堵车近

十天，约万辆卡车拥堵在此。司机们戏称：京藏高速不是“高速”是“龟速”。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王富昌5日指出，预计到2020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将
超过2亿辆。堵车问题不解决，十年后，情况难以想象！ 焦海洋/图

先“自救”再救人的悲怆之音
这条来自 9 月 6 日《扬州晚报》的新

闻，核心提示很不好“捏合”，因为它极具
情节性。所以，我这“文抄公”不得不多多
摘引几句，以免挂一漏万，语焉不详。

前天中午，在江苏泰兴宣堡镇一
个三岔路口，一辆货车撞翻一辆电动
三轮车，一名老妇受伤倒地。正当肇
事货车司机和围观群众都不知所措
时，当地一名李先生开车正好途经此
地，便和货车司机一起将老人抱上自
己的车急送医院抢救。李先生好心救
人的事被朋友得知后，朋友竟为他捏
了一把汗：“你小心被人讹上！”昨天，
李先生发帖称“自己想想也后怕”，他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防止被讹，他
事先曾“留了一手”：他在现场救人前，
先用自己的手机对现场进行了拍照，
以证明车祸与自己无关！

我觉得，对这样一条社会新闻进行
评论，考验的并非仅仅是时评者的智商，
而且还有他的情商！因为它不是一个非
黑即白的命题，而是“黑色幽默”新闻中
折射的“灰色主题”。此新闻在搜狐网上
挂出，“我来说两句”的跟帖者多达14739

个。既有“好人好事，表扬一下”、“救人
如救火，赞一个！”这样的常规点评，还
有“好事儿做到这种地步，怎能不令民
众心寒”的感慨，更有“做十次好事，哪
怕一次被讹就完了。”的“友情提示”。
所以有“高人”点拨：好人欲做好事儿，
先做聪明人儿！

好人欲做好事儿，先做聪明人儿！
这确乎是当今警示之言，可再往深处
想，这个“秘籍”也很难推广哦：英雄冲
入火海之前，怎么“留一手”证明自己
和火灾无关？英雄一跃江湖救人，何
以“留一手”证明自己溺水者不是我推
下去的？那这句警示之言隐藏的岂不
是莫大的悲哀和讽刺？

救人的悲壮之音与“自救”的悲怆之
音“合成”的交响曲足以使人扼腕长叹：
好人难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诚信
失却？堆砌再多的同义词都是软弱无力
的。“人性泯灭的社会救人不易，拯救人
的道德和灵魂就更难了。”索性，把网友
中我自认是最精粹的评语“拿来”，以示

“心有戚戚焉”！
党贺喜

爱心企业纷纷慷慨解囊献出爱心

市民在慈善总会设立的捐款箱前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