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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近六成网友赞同病患筹款余额
转与患友或接济患者家庭

截至 4月 8日 9时

故宫拍卖所得 2005 万善款
捐赠贫困地区

据《中国青年报》 报道，4 月 2 日晚，“景禧灯
华———故宫万寿灯天灯宫灯复原品公益拍卖”活动
在故宫乾清宫广场举行。 1 对天灯、1 对万寿灯、5
对宫灯复原品全部成交，共拍得 2005 万元。 拍卖
所得善款将全部用于资助贫困地区教育和文化
事业。

点评：北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资复原制作
了此次拍品， 并捐赠给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由
后者完成拍卖。 这一创新形式值得研究借鉴。

扶贫基金会累计筹集
资金和物资 58.52 亿元

据新华网报道，4 月 2 日， 中国扶贫基金会成
立 30 年座谈会在京召开。 截至 2018 年底，中国扶
贫基金会累计筹集资金和物资 58.52 亿元，受益贫
困人口和灾区民众 3342.37 万人次。

点评：2020 之后，中国的扶贫公益事业应该如何
走，需要尽早探索。

全球首例 HIV 活体捐肾成功
据红星新闻报道， 全球首例 HIV 阳性患者肾脏

移植手术，日前在美国成功进行。这名 35 岁的女性捐
赠者尼娜·马丁内斯也成为世界首位 HIV 为阳性的
活体肾捐赠者。

点评 ： 这 一 捐 赠 的 实 现 不 但 推 动 了 医 学 进
步 ，同时还改善了艾滋病的污名化 ，将改 变 医 疗
提供者和公众对艾滋病的看法 。

宁夏今年下达 2 亿元资金
用于环保考核奖补

据新华社消息，为激励各市、县（区）自觉履
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宁夏今年共安排下达环境
质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考核奖补资金 2 亿元，其
中涉气指标和涉水指标考核奖补资金分别为 1
亿元。

点评： 奖惩结合不仅为环境保护工作指明了方
向，还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9年 4月 2日 郑儒永和黄河夫妇 150万元 成立“郑儒永黄河奖学金” 中科院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9年 4月 4日 詹耀良夫妇 1000万元 高等教育 台州学院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7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文梅

2019 年 3 月 31 日早上 6 点半 ， 李勇换好无菌
服，走进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某手术室。 在这间手
术室内，即将进行一例器官捐献手术，捐献者是 47 岁
的胡先生（化名），因意外去世，其家人无偿捐献了他
的一肝两肾用于挽救他人。 1991 年出生的李勇，是江
西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一名协调员，从业 5 年
来，已见证过近 100 例器官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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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游四方 ：这是
点滴成大海的力量 。 网
络改变世界 。 做好人 ，
行好事 ，积 小善 ，行 千
里 。 为众人抱薪者 ，众
人不忘 。

桃花镇普通人 ：我
曾 经 给 各 种 网 络 筹 捐
过， 可是其中就碰到事
主明明没那么悲惨 ，且
涉嫌诈捐的情况。 当时
心里就像吃了个苍蝇一
样恶心。 这也使得我现
在对网捐不那么积极热
情了，吃一堑长一智么。

感恩的心 ：我是网
络众筹的受益者 ，我父
亲 的 病 就 是 因 为 资 金
及 时 跟 上而 捡 回 了 一
条命 。 我们全家感恩至
今 ，以后也要尽自己的
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 。

� � 1、你认为何种情况下才适合发起个人大病求助？
A、因病以致整个家庭山穷水尽 43%

� � B、因病导致生活质量下降 27%
� � C、基本家庭收入无力支撑，又无亲朋好友接济救助 28%
� � D、罹患的疾病属于可治疗范围 2%

� � 2、如何保证公众爱心善款不被滥用？
A、加强收款验证流程的监管 30%

� � B、部分风险等级偏高的项目由医院接收筹款 40%
� � C、可协议明确“善款若被挪作他用”应承担的后果 27%
� � D、更多需要道德层面的自律与他律 3%

� � 3、你认为求助病患痊愈或离世后，没有花完的善款该如何
处理？

A、退还爱心人士 20%
� � B、转给其他患者或接济患者困难家人 56%
� � C、捐给类似大病救助慈善项目的慈善组织 16%
� � D、建立一个专项资金池，由医院管理，直到花完为止 8%

� � 4、你觉得个人大病网络筹款平台“靠谱”吗？
A、靠谱 49%

� � B、不靠谱 11%
� � C、说不好 40%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及移动支付手段的成熟， 利用社
交网络获得大病救助， 成为越来
越多家庭的选择。 但快速发展的
网络众筹平台，也面临各种尴尬。

随着平台求助用户规模扩
大，加之平台审核甄别人力有限、
求助人家庭财产状况缺乏有效的
核实手段等制约因素， 个人大病
网络求助“鱼目混珠”现象不时显
现。 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罗一笑
事件”、“王凤雅事件”， 就有网友
质疑平台未尽审核义务。 有媒体
曾以虚假医疗诊断证明测试，结
果成功在数家网络众筹平台申请
到筹款，令舆论哗然，进而拉低了
社会公众对平台的信任度。

“如何保证患者信息真实完
整和救助款项不被滥用”，是目前
个人大病求助平台亟待解决的两
个问题。 实践中，尚需要平台和社
会多方主体共同合作来探索一条
新路径。

为了防止骗捐诈捐， 目前几
家主要的网络筹款平台可谓极尽
所能，采用各种办法防患于未然。

但这还远远不够， 个人患病
的信息审核还需要借助外力。 近
年来， 一些大病求助平台尝试和
医疗机构对接， 加强与医疗机构
的沟通协作， 通过合法途径提升
个人大病的审查核实能力。

但多家平台的相关人员均表
示，他们面临的困境是，如何与更
多医院建立长期持久的合作。 有
的医院社工体系比较完善， 愿意
和平台对接；有的医院，没有社工
部， 医院日常诊疗救治工作已很
繁忙， 很难有精力帮助平台审核
大量的患者信息。

据业内人士反映， 目前个人
大病网络筹款的最大挑战在于，
平台无法完全掌握个人求助者的
家庭资产信息，在此情况下，平台
会提示个人求助用户充分举证自
己的相关材料和资产信息以顺利
开展筹款。

据了解， 这个问题不止存在
于个人大病求助平台， 一些慈善
组织也有类似问题。 平台现在只
能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审核，而个
人房产、私家车等信息，平台无
法审核，需要社会监督。 这也是
为什么个人大病求助信息要通
过个人社交平台传播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

在个人求助筹款过程中，款
项的使用和监管更是一道难题。
如何保证款项不被滥用？ 目前医
院在和一些基金会合作的时候，
筹到的款项是打到院方的账户
上， 由基金会和院方来进行款项
的监管和使用。 但是按照目前个
人大病求助平台的设置， 款项是

直接打给个人银行账户的， 医院
不经手，就很难监管。

还有学者提出， 如果患者恢
复健康或者不幸去世， 导致捐助
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所
筹善款有剩余，应该如何处理？ 对
此法律尚无明确规定， 实践中也
存在较大争议。

就此问题，《公益时报》 联合
问卷网共同发起本期益调查“个
人大病网络筹款平台，靠谱吗？ ”

调查结果显示，43%的网友认
为“因病以致整个家庭山穷水尽”
才适合发起个人大病求助； 近三
成网友觉得在“个人基本家庭收
入已无力支撑治疗， 又无亲朋好
友接济救助” 的情况下可以发起
个人大病求助。

如何保证公众爱心善款不被滥
用？40%的网友认为部分风险等级偏
高的项目可以由医院接收筹款。

病患痊愈或离世后， 没有花
完的善款该如何处理？ 近六成的
网友觉得， 可以将余款转给其他
相同病症且经济困难的患者；如
果病患离世且家庭困难， 可以留
作接济款使用。

根据综合调查结果来看，近
五成的网友觉得个人大病网络筹
款平台还是比较靠谱的， 主要是
加强规范监管即可。 还有四成的
网友认为有待继续审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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