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志愿·公益

编辑：陈早先

2019年11月5日 B3

中 国 慈 善 联 合 会 日 前 发 布

《2018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报

告显示，2018 年全国接收国内外款

物捐赠1624.15亿元人民币。随着公

益慈善深入人心，“指尖公益”“人人

公益”成为时尚。

捐赠总量保持增长

报告显示，2018 年中国内地接

收捐赠总量为1439.15亿元，比2017

年减少60.71亿元，主要因为中华慈

善总会的物资捐赠（主要为药品）总

额比上年减少 110.16 亿元。如不包

含中华慈善总会的物资捐赠，2018

年内地接收捐赠 1338.33 亿元，比

2017年的1288.87亿元增长3.84%。

药品捐赠减少具有积极意义。

2018年 10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宣布

将 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使得这些

药品价格平均降低56.7%。中华慈善

总会积极配合国家新特药医保谈判

工作，使格列卫、易瑞沙、多吉美、特

罗凯等药品成功纳入国家医保目

录。随着中国医保制度不断完善，药

品捐赠预计将继续减少。

从捐赠结构看，2018 年全国接

收现金捐赠首次突破 1000亿元，达

1007.83 亿元，占全年捐赠总量的

70.03%，现金捐赠愈加得到企业和

社会公众青睐。非现金捐赠则应需而

变，重点匹配教育、医疗健康、人群服

务等为主的长期需求，以及扶贫与发

展、减灾救灾、公共事业为主的短期

需求，更关注社会效益和使用效率。

个人捐款再创佳绩

2018 年，中国内地的个人捐赠

共 360.47 亿元，同比增长 3.24%，仅

次于 2008 年汶川地震的捐赠金额，

个人捐赠处于近年最高水平，保持稳

步增长。以个人捐赠为主的网络募捐

总量继续提高，民政部指定的 20家

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2018年共募款

31.7亿元，较2017年增长26.8%。

民营企业依然是捐赠主力，全年

捐赠约450.32亿元，同比减少8.79%。

国有企业全年捐赠310.90亿元，同比

增长7.25%。数据显示，2018年，制造

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行业捐赠额最

高，依次排在前3位，分占企业捐赠的

27.01%、26.82%和12.81%。

扶贫捐赠快速发展

2018 年，中国社会捐赠主要流

向教育、扶贫与发展、医疗健康等 3

个领域，占捐赠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29.4%、24.72%和 20.44%，合计超过

总量七成以上。西藏、青海、新疆、甘

肃 4地排在年度捐赠净流入省份的

前十位，相当部分流向了“三区三

州”等深度贫困地区。

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慈善信托规

模达11.17亿元，全年新设立慈善信

托84单，两项数据较2017年均增长

八成以上。新增慈善信托中，以产业

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等为目的

的慈善信托达到了 48单，扶贫攻坚

已成为设立慈善信托的首选目标。

首纳港澳捐赠数据

报告首次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

两个特别行政区捐赠数据纳入收集和

发布范围。经统计，2018年度，香港慈

善捐赠总量折合人民币约160亿元，

澳门约为人民币25亿元，两地人均捐

赠分别达到2147元和3746元。

香港赛马会是当地最大慈善机

构，2018年捐出42.8亿港元，创历史

新高。澳门基金会则是当地慈善事

业的主要资助方，2018 年投向公益

项目23.68亿澳门元。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人人公益”成为时尚
陈劲松

最好的助听器也无法让陈华

铭听见声响。

他说话声音很大。从别人的眼神

里，他知道自己的吐字不够清楚，但他

还是愿意一次次大声说出心声——我

们这些人，渴望被“听见”。

他经历过“两个世界”的穿越。

9岁那年意外失聪，耳边所有的声

音忽然消失，他被抛入寂静世界。

20 多年来，陈华铭眼见着残

疾人的教育和康复水平得到不同

程度的提升，有机会上大学的残疾

人越来越多，无障碍设施日益普

及，“国家确实下了大功夫”，然而

一个让人遗憾的现实是，人们对这

个无声群体的了解依旧不足。

陈 华 铭 是 天 津 聋 人 协 会 主

席、中国聋协手语委副主任，他不

断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渠道，向

外界传递聋人的需求和难处，并

提出合理化建议。他一直致力于

推倒横在“两个世界”之间那道看

不见的墙，帮助这群特殊的年轻

人在快速发展的中国，找到自己

的方向和位置。

无法与外界沟通，是听障者面

临最大的障碍。

目前全国有 2780 万名听障

者，仅天津就有将近14万人。陈华

铭说，并不是每个聋人通过戴助听

器、做电子耳蜗、进行康复训练就

能够获得与普通人沟通的能力，

“相当一部分聋人只能靠手语表达

自己的想法”。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聋人，

但能为他们服务的手语翻译却非常

稀缺，这使得很多人失去了与外界

沟通的桥梁，被困在无声世界里。

陈华铭清楚那种痛苦。那时，

他还只是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一

天早上一觉醒来惊恐地发现自己

听不见了。这个聪明好学的男孩变

得无所适从。失去听力后的第一次

数学考试，他考了全班倒数第一。

他抱着卷子痛哭，“当时觉得世界

不只是无声的，而且是黑暗的，无

比的孤独和无助！”

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

陈华铭硬是靠自学和抄同学笔记

一路读到高中，考入了天津理工大

学聋人工学院，成为第一位获得天

津市理工科优秀奖学金的聋人，并

在人民大会堂捧回了中残联颁发

的“德敏”成才奖。大专毕业后，由

于学习成绩优异，他被推荐到普通

班级专接本学习，成为全国第一批

参加高校全纳本科教育的聋人。

他学会了手语，也开始真正了

解聋人群体，更深刻地体会到，聋

人要想融入社会面临着诸多难题。

1997 年大学毕业后，他曾像

所有大学生一样去跑人才市场，得

到的却是一次次的冷眼和拒绝。

凭着自己对计算机技术的钻

研，他先后找过 4 份工作，也遭遇

过不平等对待的经历，最终他成为

天津开发区管委会电子政务科的

技术人员。

然而更多的聋人并没有他这

么幸运，很多人只能从事体力劳

动，即使这样，遇到黑心老板，拿

到的薪水还会比普通员工少。

自身的经历让陈华铭明白，残

疾人更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

素质，否则将会被时代抛得更远。

手语翻译奇缺加大了聋人融入社

会、追赶时代的鸿沟。特别是进入

职场以后，“再培训、再学习变得很

困难”。

为了让更多人接触、了解手

语，并对其感兴趣，陈华铭把手语

作为一门课程带进了大学课堂，他

自己成了这门课的主讲教师。每周

五的晚上，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

院的小会议室里都会爆满，甚至连

走廊上都站着前来听课的学生。

在那之前，陈华铭去杭州参加

了一次全国手语论坛，他受到启发

萌发了在天津的大学里开设手语

课的想法。

他抱着试一试的念头，找到了

天津师范大学。没想到学校欣然同

意了，并将这门课定为选修课，名

字就是《中国手语翻译基础》，每

次课两个半小时。

在我国，手语也像方言一样，

有很大的地域差异。去年以来，国

家教育部、国家语委、国家广电总

局、中国残联等单位号召全国各地

开展《国家通用手语》普及工作。

借着2019年天津市承办全国残疾

人运动会的契机，陈华铭和天津市

残疾人联合会、天津聋人协会的工

作人员一起，组织聋人和手语研究

者及专家，根据国家通用手语，制

定了各个窗口行业的常用手语

100句，并向全社会推广。

在他组织的“指尖传情，点亮人

生”的一次推广活动上，陈华铭坐在

台下，看着来自天津市火车站、天津

市公交8路、天津地铁、天津博物馆

以及高校的工作人员，以手语歌、话

剧、小品等多种形式向观众展示各

行业的服务聋人的办法。

这一幕让陈华铭特别激动，他

说，自己的目标是在天津试行后，

推向全国，推动全国的窗口服务行

业普及通用手语，提升和规范助残

服务，“手语好比一盏灯，点亮残

疾人的人生，给他们带来温暖”。

十多年来，陈华铭把自己所有

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为残疾人

朋友服务中。他促成了天津移动短

信息爱心卡，推动了天津聋人驾驶

机动车辆，帮助市政府、市残联做

好残疾人电动三轮摩托整治工作

以及聋人家庭闪光可视门铃安装

等工作。

陈华铭常常与聋人学校的教

师一次次走出校园，与企业深度

交流，致力于帮助学生真正搭建

能够融入外界的通道。他和天津

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共同举办聋

人创业训练营，和中国中小商业

企业协会共同推动聋人创业孵化

基地的建设。

听力损失严重的人要想学说

话，真的太难了，陈华铭说：“因为

你不知道声音的样子，自己靠感觉

去发音，而且没反馈，不知道自己

是否发音准确，需要有人不停帮你

纠正，这太难了。”

他也期待在科技发展过程中，

能产生出远程视频手语翻译服务，

但手语依旧难以被替代，因为手语

对聋人而言是认识世界的方式，

“是他们心中的眼睛”。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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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湖 北 省

民政厅、省高级人

民法院、省人民检

察院等 12 部门联

合出台《关于进一

步加强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保障工作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实施意见》），旨

在努力解决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生存发

展面临的问题和困

难，坚持托底保障、

坚持部门协作、坚

持社会参与，在全

省建立起与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的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保障制度。

据了解，目前，

湖北省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数量有 1.4

万人左右。此前，主

要通过低保、临时

救助、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等救助方式

对 孩 子 们 进 行 关

爱、帮扶，但这些政

策的保障标准相对

较低，各部门关爱

服务职责不明、力

量分散、效益不高，

效果不明显。《实施

意见》在民政部、最

高 人 民 法 院 等 12

部门制定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保障工

作的意见》的基础

上，结合湖北实际，

有创新有突破。

《实施意见》主

要从保障对象和保障内容、申请审

批程序等方面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保障工作进行明确界定。《实施意

见》明确将父母重病重残、服刑在

押、强制隔离戒毒、失联和被执行其

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儿童纳入精

准保障，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

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参与

的工作机制，合力强化监护、生活、

教育、医疗保障措施，规范认定流

程，加强能力建设，督促落实监护责

任，优化关爱服务机制，引导社会广

泛参与，提供资金支持，强化父母失

信失责惩戒等，帮助这些孩子们摆

脱困境，让他们感受到爱与希望，为

他们营造安全无虞、生活无忧、充满

关爱、健康发展的成长环境。此项政

策是服务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

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

群众关切，确保“幼有所育”，确保各

类特殊困难群众一道进入小康社会

的重要制度安排。

在落实医疗康复保障中，《实

施意见》明确将家庭困难的事实无

人抚养残疾儿童纳入“明天计划”

康复治疗范围。在落实教育资助救

助中，《实施意见》明确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成年后仍在校就读的，按国

家、省孤儿保障有关就学规定享受

相应政策。在落实关爱服务中，《实

施意见》明确了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以及村（居）民委员会的

职责。

《实施意见》进一步夯实相关部

门职责，加强机制协同、政策协同和

资源协同，凝聚推进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保障工作的强大合力。《实施意

见》的出台，填补了湖北省儿童福利

领域制度的空白，是新时代儿童福

利工作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创新，将

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

得感和安全感。 （据《慈善公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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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图书馆与女知联
联合举办健康公益讲座

本报讯（王运秋）“中医药学是中

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

明宝库的钥匙，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

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

生了积极影响。”11月 2日，由成都市

图书馆、成都市女知识分子联合会

（女知联）联合举办的“中医‘治未病’

与穴位养生”大型公益讲座在成都市

图书馆举办。

公益讲座主讲嘉宾是四川省中

医药适宜技术研究会会长、成都中医

药大学教授张虹，主要内容围绕“中

医针灸为何可以治未病”“有何方法

治未病”“哪些穴位治未病”“家庭如

何穴位操作治未病”几个方面进行。

张虹教授说，健康无价，有健康

才有将来，做好治未病，必须对“未

病”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接着，张虹

教授为大家讲了什么是穴位、经络

并进行现场示范，互动讲解。台上教

授讲得仔细，台下听众认真领会，跟

随教授熟悉各穴位，现场气氛热烈。

最后，张虹教授为大家讲解了灸法，

分享了她在欧洲、非洲讲灸法的经

历和故事。

本报讯（李林晅）11 月 2 日，由

成都市肖家河街道办事处主办的

“我与肖+的这些年”义仓义集嘉年

华在肖家河正街步行街圆形广场举

行，肖家河街道各社区代表及辖区

居民等近千人参加活动。

随着锣声响起，肖家河义集开

市，志愿者、社区居民以及小朋友

们开始售卖闲置的物品、书籍等。

活动主舞台上，肖家河街道相关

负责人为长期活跃在公益慈善一

线的优秀志愿者代表和志愿服务

团队颁发奖牌，表彰他们无私奉

献的精神，并激励更多人参与到

公益慈善事业中。成都中医药大

学民族医药学院红景天志愿者服

务队、肖家河邻里共生太极队以

及兴蓉社区慈孝文化团等为社区

居民带来了小品、舞蹈以及武术

表演等，观众喝彩声不断。

嘉年华现场还展示回顾了肖家

河街道义集自开办以来的点点滴

滴，肖家河街道居民之间的爱心故

事和义行善举。据悉，自 2012 年至

今年 9月，肖家河义集累计开展 78

期，设置义卖摊位 7340 个，为辖区

困难家庭募集物资近 4 万件，发动

4000余人次提供志愿服务，志愿服

务总时长超 15000 小时。图为小朋

友义卖旧物品

10 月 30 日，东南大学第十届

“我的讲台我的娃——讲述支教背

后的故事”主题教育活动举行，

400 余名师生参加活动。内蒙古准

格尔旗、新疆石河子、江西共青

城、云南南华等东南大学支教服

务地的师生也通过远程直播观看

了此次活动。

活动中，东南大学第二十届研

究生支教团江西分队成员、人文学

院的胡辰璐，内蒙分队成员、土木工

程学院何祥平，云南分队成员、能源

与环境学院姜牧笛，新疆分队成员、

建筑学院彭思伟，支教协会成员、法

学院沈萧萸分别以“我在共青日日

晴”“遇见你们刚刚好”“小城四季”

“麦田里的守望者”“至善黔程：十年

之约”为题讲述了他们这段支教旅

程中的故事。分享中，有他们在支教

过程中的思考和感悟、付出与收获、

现实与梦想、成长与责任，更有新时

代学子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担当和诠释。

据了解，东南大学研究生支教

团目前已派遣 17 批 233 名志愿者

前往中西部地区开展支教服务工

作。短期支教的代表支教协会“至

善黔程”项目也已坚持开展了十

年，为贵州高芒、高武等地带来了

精神和物质的改变。“我的讲台我

的娃”活动是“东南大学新生文化

季”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

在通过支教队员的分享，讲述他

们在支教路上的付出、收获和思

考，让更多的东南大学师生加深

对支教活动的理解，吸引更多学

生到边疆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以实际行动投身国

家和民族建设。 （据龙虎网）

东南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队员
讲述“志愿＋支教”的故事

构建温馨和谐社区 提升居民幸福感

成都肖家河街道举办义仓义集嘉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