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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众筹为啥火？
打开微信朋友圈，不时会有各类求助信息映入眼帘。点

开标题，筹款请求界面便跳转出来，显示求助人筹资项目的
原因、详细要求、目标金额、已筹金额等，捐助人可点击“帮
助 TA”捐款，还可以将募捐信息分享到微博、朋友圈等社
交媒体。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公益众筹平台如雨后春笋
般应运而生。面对医疗保险无法完全覆盖的大病，不少病患
家庭面临短期筹资困难或资金短缺、无钱治病的难题。如何
快速获得“救命钱”，成为他们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

与寻求公益组织的帮助相比，通过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
发起个人众筹，使用程序相对简单，求助者只要点击发布按
钮，上传身份证、医院诊断证明、缴费单等相关证明，便可以
进行资金众筹。

众筹平台“轻松筹”创始人于亮表示：“网络公益众筹打
破了传统公益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通过社交熟人关系为
大病患者提供了高效便捷、‘随手公益’的筹款渠道。”

“将众筹这个模式借鉴、移植到网络募捐，也是对政府救
助和慈善救助的有益补充。”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
平说。

正因如此，个人求助众筹发展迅猛。以“轻松筹”为例，
2015年全年，该平台上发起的个人救助项目为2.3465万个，
筹款金额超过1.875亿元；到2016年上半年，平台上发起的个
人救助项目已升至4.5万余个，筹款总额则超过了4.5亿元。

众筹成“致富新路”？
随着“骗捐”“敛财”等新闻不断曝光，互联网公益众筹平

台存在的问题与漏洞逐渐显现。
2015年8月，女子杨某通过个人微博发布虚假信息，谎

称其父在天津港爆炸事故中遇难，母亲已于一年前去世。微
博发布不久就获得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同情。借助微博“打
赏”功能，杨某骗取网友近10万元“打赏”。

虚构病情、制造虚假证明，将众筹平台视为敛财的手段
和捷径，类似这样的虚假个人网络求助不在少数。同时，目
前对所募集资金的监管也处于“模糊地带”，善款募集虚高、
金额过于随意、支配不透明等问题时有发生。有媒体报道，
一名女大学生为病母筹款6万余元，事后却在朋友圈晒“吃
喝玩乐”，母亲病情进展、钱款花费明细、医疗账单等情况却
基本不更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法学院副
院长杨东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成因时表示：“众筹平台的准入
门槛很低，一些平台项目审核把关不严，为一些人卖惨敛财
提供了可能。”

“目前，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在项目审核、流程监管、善

款使用等方面都缺少清晰的行为及法律边界。”北京市中闻
律师事务所合作人王维维表示。

事实上，网络众筹平台对此并非没有应对措施。“我们尽
可能地严格审核，并在每个个人救助筹款页面中增加了‘举
报’功能，一旦有人举报，我们就会暂停该项目的众筹，针对
举报进行核查。”于亮介绍说。

但这种审核有时也并不容易。有业内人士坦言，除非求
助者配合，否则由于无规可依，又涉及个人隐私，在做大病救
助的项目验证时，的确可能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

此外，于亮也表示，由于现行法律法规不支持众筹平台
对个人求助者所筹资金的后续使用情况进行干预，他们只能
反复劝说发起人公示后续资金使用情况。

如何才能更规范？
“众筹平台的规范化迫在眉睫。”杨东说，互联网众筹平

台亟待提高专业能力，从技术层面堵住漏洞。
一些众筹平台也做出了有益尝试。于亮表示，除了不断

完善自身审核流程，“轻松筹”也在积极跟政府管理部门及
医院对接，核验筹款人所提供材料证明的真实性与可靠
性。在腾讯乐捐平台上，非公募机构或个人发起的项目，
需经过公募机构审核项目的真实性、家庭情况、项目设计
和可执行性等。

相关部门也从2016年开始对网络公益众筹平台的规范
化管理进行探索。2016年8月22日，腾讯公益、中国慈善信
息平台、新浪微博微公益、“轻松筹”等13家网站，被纳入首
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同时，从2016年9月1日
起，我国首部慈善法正式实施，对慈善组织利用网络等平台
开展公开募捐等行为做了明确的规定。

不过，对个人求助的监管目前相对更加薄弱。王维维认
为，虽然慈善法无法约束个人求助行为，却可以通过对网络
公益众筹平台的监管来间接地规范个人求助行为。

“众筹平台应肩负起善款监管的责任，如何使善款公示
常态化将是重中之重。”于亮说，平台在不断完善举报机制，
建立社会人士“举报”机制，下一步还将考虑与相关机构合作
进行对善款的监督。

此外，专家也建议，相关部门应提高平台的准入门槛。
刘佑平说，募捐平台与慈善组织未来可以考虑共同开发

高效便捷的募捐服务产品，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让公众的
需求和体验得到最大化的满足。

网络众筹助病患，质疑之声未间断

爱心捐如何才能放心捐？
《人民日报》

“高中同学病情危急！恳请大家伸出援手！”“这是我亲戚的朋友，信息真实，请大家帮帮病重的
他”……近年来，随着网络公益众筹平台的持续火热，个人求助性质的网络募捐信息不时在朋友圈
刷屏。在网友踊跃献爱心的同时，“敛财”“骗捐”等质疑也从未间断，如何看待这样的网络公益众
筹？如何监管，才能确保网络公益众筹平台的规范？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治堵保畅治堵保畅

（上接1版）

平安不平安，老百姓说了算
“平安不平安，最终要落实到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上。”省委

书记夏宝龙如是说。
在富春江畔工作了十多年的李碧峰对此深有感触。

作为杭州市富阳区环保局江南环保所所长，李碧峰见证
了富春江“千年山水，化茧成蝶”的蜕变。正是顺应老百
姓对“青山绿水”的期盼，13 年来富阳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重治千年造纸业，换得江面粼粼波光、远处群山含翠的富
春风光。

治水治气、治城治乡、治土治山，我省努力构筑“大平安”格
局，带来妥妥的幸福生活。

保障民生，始终是应有之义。连续6年，“十件实事”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群众提、大家定、政府办”，解决的是养老服务、
食品安全、城市治堵、环境治理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
项目。

群众需求，始终是第一信号。曾被称为“全国十大堵城”
之一的杭州，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当出行难成为
老百姓揪心的问题、热议的话题时，杭州迎难而上，加大基础
设施投入，让“城市大脑”和大数据发挥“智慧”作用，让交通
整治形成强大威慑，最终换来市民“上下班路上越来越通气”
的切身感受。

问题导向，始终是关键所在。打击侵财专项行动，推进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开展全省交通大整治，部
署视频监控“雪亮工程”……平安难题一个一个地破解攻克，社
会治理项目一项一项地有序推进，一点一点地提升着人民群众
的安全感。

民意所需，也让浙江干部群众始终奔跑在预防矛盾发生的
源头。13年来，浙江致力于把
预防矛盾纠纷 贯 穿 重 大 决
策、行政执法、司法诉讼等
全过程，探索实践矛盾纠纷
多 元 化 解 机 制 建 设 —— 重
大 决 策 先 过 社 会 稳 定 风 险
评估关，专业人民调解组织
蓬勃发展，“多元化解中心”
凝聚各方合力，网上调解平
台方兴未艾，诉调、检调、警
调无缝衔接……

“我在基层工作了 20 年，
见证了我管辖社区的每一点
微小变化。一开始矛盾多、治
安差，我们的手段也传统。但
现在，房子在变老，老百姓的
安全感却在不断提升，他们愿
意加入进来参与巡防、化解纠
纷。这或许就是平安浙江建
设的意义所在。我愿意和大
家一起，一直奋斗在这里。”嘉
兴南湖派出所社区民警李持
忠说。

打造平安建设人人有责的

命运共同体
平安是底线，守住底线，依托的是全社会力量。13年来，平

安浙江建设不断激发社会自治、能动、协同力量，致力打造平安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起全民共建共享
的平安浙江建设新格局。

“叮当，叮当”，今年3月6日下午6点，杭州下城区凤起路
上的和乐苑小区里，身穿红马夹的武林大妈占阿姨摇起了手中
的铃铛。这时，各家各户都从家里提着垃圾袋出来了，在占阿
姨的监督下，分类扔掉垃圾，并换得相应积分。监督垃圾定点
分类，是占阿姨的工作之一，她和其他4名武林大妈一起，将和
乐苑小区管理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

穿着红色马甲的武林大妈，在G20杭州峰会期间，掀起了
一阵红色旋风。他们跨越性别、年龄和职业，以志愿者的身份
出现，忙忙碌碌，贡献着业余时间和热心，为的就是让杭州能够
更加平安。

59岁的庄金芳认为，平安，不光是政府的事，而应该是大家
的事。这位“乌镇管家”一有空就在乌镇的小巷里穿梭，路灯不
亮、谁家有口角，他都要去“管管闲事”。

17年坚守调解热线的叶兰花，是衢州市柯城区“兰花热线
工作室”主任。2010年3月，她用自己的手机号开通了衢州首
条公益性调解服务热线，承诺24小时为社区居民服务。叶兰
花没想到，这条热线影响了“一群人、一座城”，越来越多的人加
入进来，走出了一条以党组织为核心、党员示范带动、社会公众
参与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群众有机统一的新路子。

武林大妈、乌镇管家、兰花使者，是浙江 230 余万人、3.5
万余支平安志愿者队伍的组成部分。平安浙江建设的主体
中，既有志愿者队伍，也有企业、单位、村居组建的各种群防
群治队伍；既有来自四海八方的乡贤参事会，也有各种社会
组织。通过培育壮大社会组织、加大政府购买服务、激发社
会自治力量，平安浙江建设从“政府独唱”变为了“社会合
唱”，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多元互动的良好局面。

本报明日将刊登《平安浙江新愿景：打造平安中国示范区
（下）》，敬请期待！

一张蓝图绘到底 同心共筑平安梦
平安浙江新愿景：打造平安中国示范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