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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继续深入贯彻慈善事业
“十二五”指导纲要，推动慈善立
法 ，协调制定 《关于支持发展慈
善事业的意见》， 引导和激励越
来越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加入慈善事业行列。 鼓励企业以
捐赠资金留本运营、 利润分配、
安置就业 、股权捐赠 、股息使用
等方式参与公益慈善、帮扶困难
群众。

———民政部部长 李立国

� � 在新的征程上，面对新的历
史条件和考验， 必须坚持“助人
自助 、为民解困 ”的社会工作理
念和方法 ，把服务人民 、服务社
会放在社会工作的核心位置；必
须坚持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工
作作风 ，办好我们的事情 ，做好
我们的工作，不辜负时代赋予我
们的重托。

———中 国 社 会 工 作 协 会 会 长
徐瑞新

� � 公益不 是少数人 的 事 ，
“人人公益” 才是社会的最终
愿景，而这本身就是对于善行
和善意的不断放大，最终才能
惠及社会，将公益之光播撒到
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落。 作为
公益慈善领域的专业媒体，我
们应该做的是，在中国公益组
织不断前行和发展的同时，更
多地传递公益理念 、 教育倡
导 ，通过各种成功案例 ，撬动
政府资源， 推进政策改变，推
动社会良性发展。

———《公益时报》社社长 刘京
� � 中华救助基金会感谢所有捐
助者的大爱之心， 祝愿中国公益
事业蓬勃兴旺。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
时正新

� � 目前的中国公益是进入了
一个新的时代， 而且真正的竞
争开始了。 公益领域首先是讲
法治， 接着能逐步实现行业自
治 ，政府 、基金会 、草根组织和
公众，各归各位、各司其职 。 我
们青基会不仅仅是要发展自己
的品牌， 还希望能通过一点努
力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
书长 涂猛

� � 慈善需要社会有更积极的
行动，企业界有更积极的行动。
需要大家一点一点地， 从非常
小的领域开始。行动了，这个社
会才会真有力量， 政策才会真
有活力。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院长 王振耀

� � 我们不仅要有一个好的公
益理念， 还能够有切实的公益
行为具体地去推行。 而这样的
公益行为， 要有创新、 有参与
度，包括项目的可复制性、可推
广性及社会影响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
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
邓国胜

� � 人间真情，大爱无间。实现
“中国梦”首要任务就是要消灭
贪困 ， 让所有人共享教育 、医
疗、卫生、文化等成果 ，2013 年
中国公益事业大有可为。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 刘奇

� � 现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
关键在于立法，期待公益时报在
推动公益立法方面发挥更大的
作用。

———华 民 慈 善 基 金 会 理 事 长
卢德之

� � 2013 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愿清新健康的空气扫除公益天
空的阴霾，为我们送来灿烂的阳
光。 也祝公益时报更给力！

———中 国 扶 贫 基 金 会 秘 书 长
刘文奎

� � 辰龙将去，巳蛇报春。 2012，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在开放与自强
中奋力前行，贡献卓著 。 2013 如
约而至，我们已振奋精神，科学谋
划，再次扬帆启航。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秦国英

� � 企业家必须是慈善家，慈善是
企业家应尽的责任。 新的一年，我
将坚持企业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不以物欲为目的的挑战极限，挑战
尖端，保证企业长期持续有效的改
进创新。

———2012 年中国慈善排行榜 “首
善”，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曹德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