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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超八成网友表示
曾遭遇过强制捐款

截至 4月 15日 9时

青海玉树
举行地震 9 周年纪念活动

据新华社消息，4 月 14 日，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
州举行地震 9 周年纪念活动，缅怀在地震中遇难的民
众，并以“绿色感恩 生态报国”理念激发民众自觉投
身于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的实践中。

点评：从抗震救灾、灾后重建到绿色转型，公益力
量的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

浙江省社工考试
报名人数突破 10 万

据《中国社会工作》消息，2019 年全国社会工作者
职业水平考试浙江省报名工作日前结束，全省报名人
数首次突破 10 万大关，达到了 10.7 万人，比 2018 年
增加 2.3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点评：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速度越来越快，社
工将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等
方面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

军运会赛会志愿者
报名总数已达 7.8 万人

据新华社消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第二批志
愿者招募进程过半。 截至 4 月 11 日，志愿者报名总数
已达 7.8 万人。 据悉，赛会志愿者将活跃在礼宾接待、
语言服务、交通引导、观众服务等 13 大类别岗位，主
要服务于机场、火车站、军运村、媒体中心、比赛场馆、
裁判员驻地等场所。

点评：志愿者通过初步筛选后，还将再次经过通
用培训、专业培训、岗前实训等多轮培训，考核合格方
可录用。 志愿者不能仅有高涨的热情，还必须有专业
的能力。

两部门推选
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

据《人民日报》消息，近日，生态环境部、中央文
明办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
题系列活动的通知》，推选百名长期积极组织或参与
生态环境保护实践活动的优秀志愿者，授予“最美生
态环保志愿者” 称号，6 月 5 日环境日期间向社会公
布名单。

点评：评选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激发公众参与
热情，营造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良好社会氛围。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9年 4月 8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 800万元 成立助学基金 昆山市慈善总会

2019年 4月 10日 吴幽 1100万元 支持学校事业发展 中国矿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9年 4月 13日 中植集团 10年 10亿元 支持“学前学会普通话” 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

(2019 年 4 月 8 日至 2019 年 4 月 14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武胜男

作为广东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的警察，何张闽
康的工作，是和一群满身都是“故事”的人打交道。 在
这个岗位上，她经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到了周末，
她以“温暖朗读者”的身份，到医院去给没有故事的患
白血病孩子讲故事，陪伴他们度过病床上的时光。“温
暖朗读者”活动由广州一家叫做“三十七度公益”的公
益组织发起。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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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空 ： 肯 定 要
捐 ，不捐老师就会特
别针对你的孩子 。

童话里你的样子：
我 们 也 经 历 过 ， 说
义 卖 的 钱 太 少 ， 让
我 们 再 捐 ， 捐 完 又
嫌 太 少 ， 最 后 充 了
班费……

心是莲花 ：我不
是反对捐助 ，只是不
愿 意 捐 助 给 官 方 慈
善机构 ，谁愿意自己
汗 珠 子 摔 八 瓣 挣 的
钱喂了蠹虫 。

� � 1、你在上学、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强捐”现象？
A、有；82%

� � B、没有。 18%

� � 2、如果你遇到被“强捐”会选择怎么做？
A、内心抗拒，嘴上埋怨两句，钱照样捐；48%

� � B、果断拒绝，选择法律武器保护自己；29%
� � C、心甘情愿，积极捐赠；7%
� � D、不是太过分就捐了，硬碰硬得不偿失；16%

� � 3、你怎么看待学校或者单位“强捐”？
A、单位可以组织捐款，但不应该强制每个人必须捐；49%

� � B、强制捐款有必要，不然有些人会不捐，可以帮助他们献
爱心；27%
� � C、强制捐款是侵犯公民财产的违法行为，个人有权拒绝，
也可向上级领导反映；18%
� � D、能支持就支持一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6%

近日， 湖南娄底第三中学陷
入“强捐”舆论风波。 4 月 3 日，娄
底三中一名学生向媒体反映，3 月
28 日班主任告知班上学生，学
校要建设文化校园，有“文化石
碑”“艺术走廊”等项目，由于经
费有限，向全体师生发起募捐。
当日就募捐一事， 班主任召开
了家长会议，“来不了的家长就
微信转给他”。 不仅如此，在家
长群里， 班主任也发了募捐倡
议书。 倡议书显示，“真诚期望
我班学生、 家长以完全自愿的
原则（个人捐款最多不超过 400
元）为学校捐款”。

有家长表示，“我们不想捐的
家长也不好意思不捐”，主要是班
主任把捐款金额公布到家长群
了， 不捐显得不合群。 该家长认
为， 公开金额完全可以等捐款活
动结束之后。 不少家长表示“为了
孩子，不得不捐”。

娄底三中一学生还表示，此
次募捐仅针对学校初三、 高二和
高三年级学生， 按照学校的说法
是“临近毕业，有纪念意义”。 这名
同学称，他并不知道“学校要建文
化石， 一个班完成 8000 元的捐
款”的倡议书由哪个班级所发。 事
实上，就他们文科班而言，一个班
最后平均捐款金额为 15000 元，

“我们班捐了 14000 元”。
4 月 3 日下午，娄底三中党委

书记回应媒体，“此次募捐初衷是
为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我们在这
一块一直是个空白，加之学生有这
个愿望”。 而关于被指“强捐”一事，
他解释道，学校是完全本着自愿原

则的，“不存在指标，是个别班主任
处理不妥当，已作批评”。

“被捐款”现象屡见不鲜，在一
些单位和群体中，捐不捐、捐多少
都成为“规定动作”，不仅损害慈善
公信力，更让慈善公益变了味。

2017 年 8 月， 陕西渭南一位
教师发了一条曝光强制捐款的网
帖，被警方以“造谣”名义拘留。 而
当地政府官网的一份说明则称：
“区委、区政府在号召募捐中并没
有对捐助数额作强制要求， 个别
单位在组织募捐活动时， 存在攀
比思想，急于求成，工作粗疏，导
致产生误解……”

2017 年 12 月，湖北汉川市人
民医院刘娅通过微博将单位强制
捐款的要求公布于众， 医院领导
要求她删除微博并写检讨，并称，

“对外她被停工，起着保护职员原
则，对内还是照常上班”。

2018 年 1 月份， 湖南长沙的
“强制教师捐款门”事件，以“帮扶
贫困” 的名义自动扣除老师工资
卡里的费用， 用作长沙市慈善会
发起的“一日一元捐”。

“强捐”事件层出不穷，在网
上引起不满，网友们纷纷吐槽，众
说纷纭。 捐赠是权利不是义务，我
国《慈善法》、《公益捐赠法》等明
文规定捐赠应自愿、无偿。

《慈善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开展募捐活动， 应当尊重和维护
募捐对象的合法权益， 保障募捐
对象的知情权， 不得通过虚构事
实等方式欺骗、 诱导募捐对象实
施捐赠。

第三十四条规定：慈善捐赠，

是指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基
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与财产
的活动。

《公益捐赠法》第四条明确规
定：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禁
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 不得
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

虽然此次娄底三中募捐活动
教育部门责令停止， 但在网上仍
然引发热议，网友们各抒己见，看
法不一。 对此《公益时报》联合问
卷网、 凤凰网公益推出本期益调
查“‘强制捐款’你遇到过吗？ ”

调查结果显示，在上学、工作
中 82%的网友遭遇过强制捐款，仅
18%的网友没有遇到过类似事件。

在遇到被强制捐款的情况
下，48%的网友内心是抗拒的，但
也只是嘴上埋怨两句，钱照样捐；
29%的网友会选择果断拒绝，选择
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也有 7%的网
友心甘情愿， 积极捐赠；16%的网
友认为强制捐赠一般数目不是太
多，不是太过分就捐了，硬碰硬得
不偿失。

49%的网友认为捐赠应该遵
从“自愿”原则，单位可以组织捐
款，但不应该强制每个人必须捐；
也有 27%的网友认为强制捐款有
必要，不然有些人会不捐，可以帮
助他们献爱心；18%的网友认为强
制捐款是侵犯公民财产的违法行
为，捐款以自愿为原则，逼捐和强
行摊派任务的，个人有权拒绝，也
可向上级领导反映；6%的网友认
为学校、 单位为了完成任务不容
易，能支持就支持一下，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