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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7_83_AD_

E7_82_B9_E6_97_B6_E8_c24_646014.htm 日前，民政部公开表

示，公益慈善类组织将单独由慈善司负责，开展独立的行业

监管。由民间公益组织发起成立的“基金会中心网”上，也

有越来越多基金会加入了这个信息公开的平台。 如果说“慈

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公众的慈善热情，那么，这场

由专家、媒体、业界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社会大讨论，也凝聚

起了关于慈善的诸多共识。 比如，透明公开是现代慈善的灵

魂，慈善机构只有配备“玻璃口袋”才能让公众捐得放心；

职业化、专业化保证善款能被高效使用，专业素养、职业道

德，是问心无愧提取管理费的前提；破除双重管理体制、放

开公募权利，才能激发蕴藏于社会的慈善力量，形成更具活

力的“慈善市场”。 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不意味一点问题

都不出，而在于能够正视和解决问题。从“怎么看”走向“

怎么办”，才能促成我国慈善行业的进步、慈善水平的提升

。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迈出了

重要的第一步；为规范信息披露工作，《公益慈善捐助信息

披露指引》面向公众征求意见。这些，可以说都是慈善风波

推动形成的共识，在实践中的一步步落地。 制度层面也同样

在进行着更深层次的探索。“壹基金”走出身份困境，转型

为公募基金会；民政部或将“松绑”公益组织，不需业务主

管单位可直接登记注册。这些透露出共同的信号：政府角色

将从“严审批”转向“严监管”，多元化将是未来的慈善格

局。 当然，任何变革都有其历史包袱和传统逻辑的阻碍，不



可能一步到位。这也是作为慈善主体的公众应有的意识。 风

波之后，公众需要深化对慈善的理解。在看到慈善组织不足

的同时也看到它们的重要作用，在接受它们工作的同时也认

同必要的管理费用。更重要的是，要平复“慈善风波”激起

的强烈情绪，与过去一样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不让捐款减少

，不让血库告急，不让需要帮助的人在等待中失去希望。 风

波之后，慈善组织与管理部门也需要重新看待媒体与慈善的

关系。这段时间，如民政部相关人士指出，“慈善捐赠降到

了冰点”，有人迁怒于某些人的“天真无知”，有人怪责于

媒体的“穷追猛打”。诚然，回望“慈善风波”，确有一些

组织机构“躺着中枪”；展望“慈善伤疤”揭开后的信任修

复，媒体作为正面传播者和引导者的作用无疑应该强化，但

抱怨者也需意识到：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位的，新闻报道是第

二位的。民政部证实的“社会捐赠总额没有大幅下降”、只

是“慈善机构收的捐赠少了”这一现象表明：公众的慈善热

情一直存在并释放，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下降并非媒体报道催

生。 对于慈善，这是我们的愿景：法律规范、政府监管、公

众监督、组织善治、行业自律、社会选择、平等竞争、优胜

劣汰、合作共赢。而这幅美好图景，需要慈善从业者、社会

管理者、媒体，以及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

绘就。 相关推荐： #0000ff>热点时评：刑诉法修改释放积极

信号 #0000ff>热点时评：谁动了我的“隐私”？ #0000ff>热点

时评：让“最美”的人不再独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