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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名资教老师拿着很低的工资，住在十几平方米的陋室里，却一心想着要改变孩子们的命运轨迹

爱与激情对教育至关重要
本报记者 李 斌

从贴在湖北省郧西县马安中学墙壁上

的“人生规划表”来看，大山里的孩子对未
来的期望， 与城市同龄人的梦想没有多大
的区别———想做动漫设计师或高级白领、
企业家、教育家、战地记者、武汉市市长等。
还有学生想上哈佛大学，或者做美国总统，
也有几个人计划“当农民”。

把马安中学和山外的世界连通起来

的，是一条紧靠悬崖的狭窄马路。在连绵不
绝的群山之间颠簸50多公里后， 同学们才
能看到县城的车水马龙。

阻碍他们朝理想迈进的，除了大山，还
有横在城乡教育之间的鸿沟。

免费义务教育实现后，人们开始期盼农
村教育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
但短暂的兴奋过后，人们很快发现，这个转
变的过程远没有最初想象的那样乐观，它甚
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还会让人感到沮丧。

在今年的两会上，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
发表观点认为，现在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是
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他
说，农村教育资源配置不足，以致学校设备
差、师资力量差、学生很难继续深造，从而只
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不可避免地出现
了如下的不良循环： 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
等→就业的不平等→收入的不平等→生活
的不平等→下一代的不平等……久而久之，
形成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凝固化，形成职业
的世袭化。农民的孩子外出当农民工，他的
孙子也只好当农民工”。

资教生的出现， 唤醒了一些大学毕业
生的使命感， 让他们有了凭借一己之力为
孩子们实现人生目标而奋斗的豪情壮志。

学生们用下跪表达对资

教老师的感激

孙笑是蕲春县孙冲中学九年级学生，
很快就要读高中了，但她说：“我不想毕业。
想再读一年，让他们（指资教生）教。如果有
可能的话，真想把他们带到高中去。”

资教生颠覆了农村学生心中古板、严
肃的教师形象。“上课时，是老师；下课后，
是朋友。” 孙笑这样总结新型的师生关系。
她说，有一位资教老师在课堂上发脾气，摔
本子，“然后他又道歉， 说没控制好自己的

情绪，学生反而更喜欢他”。但她抱怨一位
老教师对她作出错误的惩罚后， 拒绝道歉
的行为。孙笑委屈地说：“他说，老师怎么能
向学生道歉？然后更严厉地批评我。”

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湖北多个县市的

中小学校，发现不少学生和孙笑一样，受资
教老师影响，产生了“读完大学，也要去资
教”的想法。

蕲春县教育局政工科副科长吕凡负责

资教生的工作， 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可以
负责任地讲， 资教生绝对是农村教师中最
有爱心和责任感的群体。他们上的课最多，
也最受学生们的欢迎。”

这些投身农村教育的青年， 用实践证
明了爱与激情对教育的至关重要。

资教老师对学生们的爱与责任， 有时
会以哭泣的方式体现。“好几位老师在我们
面前哭泣过。”孙笑说，“他们对我们投入了
很多的感情。”那些年轻的女教师都是被学
生气哭的。也有例外。三峡大学音乐系的毕
业生王华芳，在接手语文教学的第一个月，
因为担心教不好这门课， 几乎每天晚上都
要在寝室哭鼻子。结果是，王华芳成了一位
受学生们欢迎的语文老师。

不过， 只能得到泪水的教学生活显然
难以持久，学生们的安慰、情感和进步才是
支持资教老师的强大力量。 浠水县马垅中
学的一位女生在信中宽慰她的老师：“不要
伤心，因为我们女生都喜欢你、爱戴你。你
难道没发现， 你的行动正感染着那些品行
恶劣的学生吗？ 你用爱感化了一个个同学
的心灵。虽然老师你年轻，但你很伟大。”

资教老师们对农村孩子的“纯朴、重感
情”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内心简单的
年轻人，很容易被这些东西打动：学生写的
一封饱含感情的信、 送来的几个土鸡蛋或
悄悄放在宿舍门口的一束野花。 记者还听
说，有3名很调皮的男生，在毕业离校之际，
竟然相约来到一位资教老师的办公室，用
下跪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善举是真正的教育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发生在资教老师
与学生之间的很多故事，都与“爱”有关。

郭勇在浠水县马垅中学资教， 他了解
学生的渠道也包括 “小作文”。 主题是：老
师，我想对你说。学生不需要署名，但他基

本能判断出每篇文章的作者。
他因此得知一位女生的“梦想”，是想

去县城看一看。这名同学的家境并不好：她
和爷爷奶奶住在年久失修的土坯房里，在
外打工的爸妈已7年没有回家。 她性格孤
僻，但文章写得不错。2010年暑假，郭勇和
同在一所学校资教的妻子朱海霞决定带这

名女生去上海观看世博会。
夫妻俩花光了半年的积蓄， 得到了学

生的一句话。她满脸灿烂，笑着说：“老师，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这么开心。”

孙冲中学的石燕老师请同学们每周写

两篇小作文，“什么话、 什么事都可以说”。
“这是我了解他们内心的一个窗口。”她说。

她认真地批改两个班的小作文， 评语
往往比文章更长。冬天的晚上很冷，她一边
泡脚一边读孩子们写下的文字 ，“很费时

间，也很享受，觉得是和90颗心
在交流”。一些学生拿到老师发
下来的作文本， 首先看的不是
分数，而是石燕的评语。

和一些老教师相比， 这些
年轻人更容易被学生们的苦难

经历打动。 他们还善于借助媒
体和大学社团的力量发动募

捐，为山里的孩子提供牛奶、图
书、免费午餐、过冬的棉衣和治
病的费用。

白水中学的何欢与5名资
教生向一名男生提供的帮助从

2006年延续至今。 这个孩子的
父亲在他尚未出生时就已离

世，母亲在他两岁时改嫁，他被
一位70多岁的远房亲戚收养。
老人靠卖鸡蛋存了3600元 ，用
来供他读书，却落入小偷之手。
他没钱吃饭， 靠捡他人吃剩的
馒头熬过了几天， 直到被资教
老师发现。在最初的一年半里，
几位工资微薄的资教生轮流捐

钱， 以确保这个孩子不饿肚子
并有钱买书。后来，他们向武汉
一家报社求助， 为那名学生募
捐到15000元，一直供他读到高
三。

在恩施资教的向伶俐 ，创
建博客：“为了孩子的明天”，她
和同事们走访了本校200多个
贫困学生家庭， 把他们的故事
发表在博客上。5年多来， 她募

集到资助金6万多元， 并惠及3所偏远小学
的150余名留守儿童。

一位校长对资教生的善举表示了敬

意，他说，这些善举是真正的教育，会对那
些年幼的孩子带来积极的影响。 孙冲中学
的孙笑同学在讲述一位资教老师倡议的募

捐活动时说：“感谢老师给我们提供了向身
边的同学表达爱心的机会。”

聋哑学生的进步让老师激

动得手发抖

许多乡村学校拥有的教学设施就像它

所在的村庄一样贫瘠。但这种“贫瘠”却激
发了资教生们独特的创造力。 他们善假于
物的能力让一些老教师大开眼界， 并启发
他们：只要对学生有爱，愿意为他们用心，
就能摆脱一些条件的限制。

人们很难想象罗融华与她的同伴们在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望坪小学举办的首

次运动会。学校没有跑道，没有秒表，连乒乓
球也是奢侈物，但他们竟然为运动会设立了
11个趣味项目，600多名学生中， 有400多人
参加，让“整个校园high翻了天”。运动器材
包括替代鞍马的长凳，被当做球门使用的校
长家的长腿木桌，以及脸盆、树枝、瓦片、竹
竿等。罗融华说，快乐可以这么简单。

许多资教生都有类似的创举。他们想方
设法为学校增添欢声笑语。而且，因为有爱，
在他们身上，能体现“有教无类”的思想。

恩施州的高原小学， 位于海拔1800多
米的地方，建校30多年来，从没有开展过文
艺活动。 邓丽以唯一的女教师身份来到这
里，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全校的少先队辅
导员，并教授一个年级的语文、四个年级的
英语和全校的音乐课。 她尽可能挖掘学生
们的潜力，激发他们进步的欲望。

她没有放弃班上的那对聋哑兄弟，尽
管，他们的父母只希望孩子们在学校“平安
无事”。在音乐课上，她让这对兄弟跟着大
家一起跳。在语文和英语课上，她用拼音、
汉字、英文、图画和夸张的口型向他们传授
知识。 邓丽说：“我让他们跟着我的口型感
受振动，看着我的嘴唇感受发音，我一遍一
遍地伸出两个大拇指鼓励他们。”

聋哑兄弟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进步，其
中一人的英语成绩从20多分提高到87分。
当邓丽拿着这份试卷时， 她的手激动得有
些发抖。

这些讲普通话的年轻教师， 善于打开
农村学生封闭的心灵。9岁的春琼是常见的
那一类乡村孩子：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但
很害羞， 缺乏自信， 回答问题时总是低着
头，不停地咬手指。邓丽老师用歌舞改变了
她。她教春琼唱歌、跳舞，录下她的歌声，播
放给她听。春琼现在很大方，还说长大了要
当明星。 在邓丽生日那天， 她跑到老师房
间，献唱了一曲自编的《邓老师活泼之歌》。

春琼一边唱一边跳 ：“邓老师活泼可
爱，邓老师美丽善良，邓老师，我已经离不
开你了。”

“开出金灿灿的梦想，沉甸
甸的希望”
若干年后， 当这些农村学校的毕业生

回忆他们的中学生活时， 资教老师将在其
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就像孙冲中学的
老校长张学祥那样。如今，他还在感叹30多

年前，两名武汉的大学毕业生被“流放”到
他的中学后，带给自己的冲击。

“他们讲现代化、机械化，描述国外的
进步，那些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的东西，让
我们对美好的生活很向往。” 张学祥说。他
相信那些带来新观念、新生活的资教生，同
样会点亮山村孩子希望的灯。

当一名学生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了向

往，他便有了希望。首批资教生的学生中已
有7人大学毕业，回到家乡资教。中国青年
报记者在大冶市采访了其中3名湖北师范
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坦言，是一位叫叶森的
资教老师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走向。

他们中有男有女， 在高三之前的成绩
都很差，“无心读书， 只想在学校混几年”。
叶老师经常讲他的大学生活， 使他们渐渐
对大学有了向往，“然后开始追赶”。一位叫
陈俊的资教生认为， 他们现在的选择就像
一种“传承”，“把资教老师带给我的关心和
希望传递给学生们”。他像当年的叶老师那
样鼓励学生们 ，“目标不要只盯着这个小
镇，总有一天你们要出去的”。

记者采访了几十名资教老师， 他们在
言谈中流露出的强烈的使命感让人惊讶：
拿着很低的工资， 住在十几平方米的陋室
里，却一心想着要改变孩子们的命运轨迹。

一位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资教生，发
现很多学生不自信，她花了一个月时间，针
对68名学生的情况，给每人写了一封信，鼓
励和指导他们的学习生活。

从湖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石燕，希望把
快乐传递给贫困的学生们。她始终在学生面
前保持热爱生活的态度，每天都穿颜色鲜艳
的衣服，并乐个不停。 “我这样做，就是要告
诉孩子们， 无论多么艰苦， 生活还是鲜亮
的。”她说，“我希望他们能有强大的内心。”

石燕看到了自己的影响力： 学生们衣
服的颜色变得明亮起来， 女生们的发型还
会随着她的发型而变化。”她试图影响学生
们的未来， 和他们一起讨论，“你们想成为
什么样的人，今后靠什么在社会上立足”之
类的话题。一名学生毕业后在深圳打工，也
在她的引导下做了理发店的学徒———“美
发”是那个小青年感兴趣的事情。

向孩子们描述他们没有见过的大学和

山外世界的生活， 是资教老师们激发学生
梦想的常用手段。 武汉大学遥感科学与技
术专业的毕业生侯辛锋，讲述珞珈山“白发
苍苍的老先生和图书馆读不完的藏书”。他
把穿着学士服的毕业照拿给学生们看，他
们哄堂大笑 :“老师怎么当过道士 ， 穿道
袍？”他告诉孩子们：这是学士服，它象征着
在知识的殿堂学有所成， 是一种荣誉与见
证。“希望有一天大家也能够穿着它照相”。

他在资教的第三年， 离开学校的某一
天，“坐在上下颠簸的班车上， 看着山沟里
大片大片金黄的油菜花， 忽然觉得资教就
像这油菜花一样，一年又一年，热热闹闹地
开在山沟里，开出金灿灿的梦想，开出沉甸
甸的希望”。

“湖北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观察②

2009年7月9日早晨7点， 在湖北经济学院，来
自省内外190多所高校的4000名资教生举行千人
大会操，吹响了“集结号”。 CFP（资料图片）

开栏的话———

我们迎来了“自公益”时代
以微博客为代表的互动平台， 终于

将汶川特大地震后潮涌般的民间慈善，
推到了 “人人可公益” 的阶段。 就像新
闻传播进入 “自媒体” 时代一样， 我们
迎来了 “自公益” 时代。

区别于传统的公益形式 ， “自公
益 ” 由个人自主发起 ， 亲身实践 ， 参
与度更高 。 无论关注的对象是一群人
还是一个人， 无论他或他们是亲友还
是陌生人 ， “自公益 ” 都以朴素的向

上向善的力量 ， 带给网上网下如春天
般的温暖。

本报自今日起开设 “关注自公益”
专栏， 寻找公益互助的故事， 展现普通
人之间平凡的爱， 探寻 “自公益” 与其
他公益力量融合互动的模式， 欢迎读者
朋友们提供线索， 提出智慧， 共同推动
“自公益” 成长。

每一个希望向上向善的人， 都请加
入进来。

善款收支公示精确到每1分钱

民间公益力量“微基金”“全裸晒”账本
本报记者 白 皓文并摄

正式运作一年后， “微基金” 通过网
络晒出了过去一年的账本。

2011年4月2日， 本报以 《贵州百余小
学生第一次吃上午餐》 为题， 报道了民间
公益人梁树新等来自广东的志愿者， 在贵
州省黔西县红板小学成功为学生提供免费

午餐的情况， 这也成为第一个由民间公益
力量成功实施 “午餐援助计划” 的样本。

两天以后， 为了让 “午餐援助计划”
持久健康运行， 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与民间公益人梁树新合作， 宣布贵州省青
基会成立专项基金———“微基金”， 帮助贵
州山区孩子免费吃上热腾腾的午餐。

2012年4月6日中午， “微基金” 通过
官方微博 “@快乐微基金” 发布了 “【微
基金】 项目执行过程披露平台”， 在这个
域名为 “wjj.imore.net” 的网站上 ， 没有
专业的财务报表， “捐赠收入” 和 “捐赠
支出” 的金额数值， 都精确到小数点以后
两位， 每一笔超过0.01元的捐款， 都能查
到捐款时间、 捐赠人、 具体金额和捐赠渠
道， 每一笔超过0.01元的支出， 都能查到
支出时间、 具体金额和用途摘要。

这就意味着， “微基金” 每一分钱的
善款流入和支出， 都有据可查。

捐赠信息披露随即引来众多网友的围

观 ， 有网友感慨 ： 这可能是史上 “全裸
晒” 的第一部公益慈善账本。

善款收支公示精确到每1分钱
点击 “【微基金】 项目执行过程披露

平台”， 主页面正中间显示着 “微基金财
务收支状况 （元）” 的彩色柱状图。 柱状
图显示， 截至2012年4月8日， 捐赠收入为
2709571.74元， 捐赠支出为886337.21元。

柱状图下方的微博评论区可以随时发

布评论， 评论窗口的下方显示着网友的留
言。 评论区左侧的两个饼状图分别显示着
“微基金总收入结构” 和 “2011年度行政
费用结构分析”。

“微基金总收入结构” 图显示， “淘
宝公益渠道” 的捐赠占61.28%， 其次分别
为 “支付宝公益”、 “农行汇款”、 “联合
募集” 和 “一分钟V捐”。

“2011年度行政费用结构分析” 图显
示，“办公室租金、管理、水电费”占34.18%，
职工薪资占33.26， 固定资产占17.79%，交
通差旅占8.42%，其他行政支出占6.35%。

与这些图相对应， 整个页面左侧竖直
排列着一项项数字：捐赠收入￥2709571.74
元，其中一分钟V捐 ：￥56415.00，支付宝公
益：￥495130.51， 淘宝公益：￥1666905.90，农
行汇款：￥302334.33，联合募集：￥188786.00。

点击其中的任何一种捐款渠道， 都能
查到具体的捐款时间、 捐赠人、 具体金额
和捐赠渠道。

以“支付宝公益”为例，中国青年报记
者看见总共807页捐款信息，包含了2011年
4月12日18时14分到2012年3月31日期间的
12096笔捐款。2011年4月13日凌晨5时4分，
“朱××” 捐赠的0.01元显示在第803页第一
排。绝大多数捐款在1元到100元之间。

“公益组织有义务对每一点爱心负责，
不是应该公示，是必须公示。”梁树新说。

捐赠支出的项目显示， 捐赠支出总额
为886337.21元， 其中项目拨款719558.60元
（待拨款1161838元），行政办公166778.61元。

记者点击“项目拨款”看到，两页拨款记
录记载了拨款时间、拨款金额和资金去向。

“行政办公” 支出被细分成了151项，
包括了人员 、 办公室租赁 、 购买办公用
品、 支付宝交易服务等各个方面。 金额最
大的单笔支出为2012年1月10日支出的1.2
万元， 用途为3个项目人员工资， 金额最
小的单笔为支付宝交易服务费0.30元。

“‘微基金’ 目前只有两名全职工作
人员。 去年12月新招聘1人， 因没有通过
试用期已经在春节前离职， 现在的两人每
月工资4000元。” 梁树新说， 扣除社保费，
两名全职工作人员每月拿到手3772元， 这
在广州是中等偏下的收入水平。

中国青年报记者同时发现， 在 “行政

办公” 费用的首页上显示着一项 “公益合
作洽谈餐费”， 支出金额是554元， 这是所
有行政办公支出中唯一的一笔就餐费用。

梁树新对此解释说， 这是邀请了十几
位专业人士和公益伙伴为 “微基金” 发展
“把脉”， 并商谈如何展开合作后的晚餐费
用，平均每人花了39.57元，“一直纠结这要
不要算在行政成本里，毕竟是吃饭啊。”

后来， “微基金” 管理小组讨论同意
把这笔钱从行政成本里开支， “因为这是
单纯为微基金发展吃的饭 ， 没有其他议
题。” 梁树新说， 这也显示出微基金这个1
岁的 “婴儿” 还需要继续完善制度， 到底
什么情况能吃饭， 如果吃饭按照什么标准
安排 ， “但这笔已经花了的钱一定要公
示， 让捐钱的人心里明明白白。”

信息披露同时显示， 过去一年里， 罗
甸县边阳镇兴隆小学等18所小学的4000多
名学生累计免费就餐121773人次， “微基
金” 还帮助救助了一个贵州患红斑狼疮的
女孩和一位广州白血病女童。 约有30万人
直接参与捐款。

全过程透明 技术不是问题

“微基金” 通过网络 “全裸晒” 账本
的做法在被越来越多网友围观的同时， 也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许。

来自上海的网友 “@俞磊_地球” 评
论说： 这个太令人信服了， 这样的捐款才
有意义啊 。 来自广州的网友 “@Harke”
评论说： 捐款人就是需要看到这样简单明
了的账单， 而不是专业的财务报表。 感谢
你们为中国慈善所做的一切。 网友 “@黄
衣暖” 甚至戏谑地说： 郭美美发来贺电。

原本做好了被 “拍砖” 准备的梁树新
形容自己 “小兴奋”。 账本公布后的几天
里， 他几乎没有听到质疑、 责问的声音，
所有的声音都是赞同、 力挺、 鼓励。

“让公益行为全透明在技术上不是问
题 。” 梁树新说， 一个名叫 “爱盟公益 ”
的团队在创始人郭鹏的带领下， 决定与微
基金合作开发这套系统。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 早在去年夏
天， 有着多年银行从业背景的郭鹏带着十
多人的团队， 开始研究如何能让公益行为
透明起来的综合过程系统。 为此， 在过去
半年多的时间里， 郭鹏每个月需要支付十
几万元的研发、 运营成本。

在郭鹏脑子里， 这个系统要解决3个
命题： 钱怎么来的、 钱怎么花的、 花钱的
效果怎么样。 而信息公开不仅仅是一个静
态的告知那么简单， 所以这个系统被设计
成项目执行过程披露的平台。

按着这个思路， 郭鹏确定了每一笔超
过0.01元的捐款都能查到源头，每一笔超过
0.01元的支出都能查到流向的系统基础。

花钱的效果怎么样？ 这是最难破解的
命题。 梁树新和郭鹏多次商量认为， 效果
不能是简单地写一段文字表述或者罗列一

些冷冰冰的数字， “要向捐方和社会展示
暖暖的执行过程。”

在“【微基金】项目执行过程披露平台”
中，点击执行“午餐计划”的学校名单，都会
显示出这个学校的所在地、具体执行人、财
务详情、就餐情况和库存信息。

点击“财务情况”，可清楚地看到每天采
购的食材品种 、价格 、数量和采购凭据 。

点击 “就餐情况”， 可以看到每所学
校的就餐人数、 人均花费、 信息报送人员
姓名和执行情况反馈。

中国青年报记者点击2012年4月6日贵
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兴隆小学就

餐执行情况反馈看到， 一个新弹出的窗口
从上到下写着： “当日就餐人数： 385人，
人均约2.48元。” 紧接着列出当日消耗土
豆50斤 、 白菜70斤 、 豆腐80斤 、 大米80
斤 、 食用油3斤 、 盐1.3斤 、 味精0.29斤 、
辣椒粉1斤、 柴火50斤、 猪肉30斤。

当日费用合计约 ： 956.54元 ， 菜谱
是： 炒豆腐、 炒土豆、 炒白菜、 白菜汤。

窗口最下方的当日就餐照片更直观，
3个大盆里装着炒好的菜， 第一盆是炒白
菜， 第二盆是炒豆腐， 第三盆是炒土豆。

“这样的公开你能满意吗？” 梁树新
笑笑说， “技术手段不难， 关键看你愿不
愿意公开透明。”

现在， 这些信息需要先从学校传到广
州， 由 “微基金” 的工作人员每天上传到
系统。 而在未来， 这样的信息传递将由一
部智能手机完成。

郭鹏的团队已经开发出一款可以安装

在智能手机上的软件， 执行午餐计划的学
校只需要用智能手机记录、 拍照， 就能通
过手机上网， 将当天的信息上传到执行过
程披露平台， 即时公开。

根据测试， 每个月按最详细的标准完
成信息上传， 这个软件耗费手机上网的流
量不会超过30M， 这就意味按照现在的手
机上网包月资费标准， 每个学校每月的信
息公开费用约为5元。

“我们在微博上寻找捐赠智能手机的
人， 马上就得到了华为公司的支持， 20部
智能手机就快要到学校了。” 梁树新说。

■出公募基金和草根公益

人合作的路子

在2012年4月5日举行的 “微基金” 一
周年年会上， 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
书长杨震形容， 贵州青基会和梁树新等民
间公益人的 “联姻” 正处在蜜月期， 而且
“十分美满”。

事实上， 一年前， 当杨震和梁树新坐
在一起谈合作时， 谁的心里也没底。

梁树新心里的算盘是： 希望找一个有
公募资质的基金会合作， 摆脱自己 “非法
集资” 的风险 ， 但又害怕受到行政体制
的束缚太多 。 杨震心里的算盘是 ： 希望
基于微博等网络平台创新公益手段 ， 尽
快帮助贵州山区的孩子吃上热腾腾的午

餐， 但和草根公益人合作又是一件没有太
多先例的事情。

但为了贵州山区孩子尽快吃上午餐的

共同目标， 双方决定 “先合作， 后磨合”。
一段时间后， 双方的变化都显而易见。

梁树新会耐心地听来自贵州青基会的

声音，然后再说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一上来
就打断，直接说自己的想法；他和“微基金”
广州团队的人一起， 向贵州青基会的财务
管理人员学习善款管理规范；他开始说“咱
们一起努力怎么怎么样”，而不再说“你们
体制怎么怎么不符合我的要求”。

杨震会穿着印有 “微基金 ” “大蚂
蚁” logo的白色T恤， 穿梭在志愿服务广
交会的现场， 微笑着向每一个过往的人推
介 “午餐计划”， 梁树新笑他 “一点也不
像个正处级干部”； 杨震会实地看过 “午
餐计划” 执行学校以后， 千叮咛万嘱咐校
长 “一定要发微博让网友监督 ， 不要搞

假”； 他还会时常提醒贵州青基会的工作
人员 “把工作拿到网上晒晒， 接受监督”。

细微变化的背后， 是一条公募基金和
草根公益人合作的路子。

从制度上看， 公众的爱心善款汇入公
募基金， 基金会负责善款的管理、 支出，
但不收取 “过账管理费”， 草根公益人及
其公益组织负责项目的具体运作、 执行，
基金会对善款进行监督， 并引入第三方机
构对账目进行审计。

具体运作、 执行的过程中， 基金会充
分尊重草根公益人的意见 ， 并给出足够
的空间， 让草根公益组织独立发挥民间
的智慧和力量 ， 基金会把握住法律的边
界即可。

“还有一点是平等 ， 我和梁树新 、
‘微基金’ 工作人员平等对话， 基金会和
草根公益组织平等协商。” 杨震说， “这
一点非常重要， 必须相互信任， 大家都带
着共同的公益之心做事。”

通过一年的探索， 杨震还深深感受到
应该虚心向草根公益人学习创新的精神、
主动寻求监督的精神、 努力为捐方提供优
质体验的精神。

3月30日， 在2012年团中央 、 全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系统表彰会上 ， “微基
金 ” 公益项目获得全国 “希望工程创新
奖”。 此前， “微基金” 荣获全国 “微公
益之星” 大奖。 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专门
咨询了 “微基金” 的做法， 并批示： 这是
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创新， 请继续探索，
不断总结、 深化， 见到更大成效。

“未来， 我们会 ‘脱’ 得越来越光，
主动寻找公众监督， 寻求最广泛的群众基
础， 总有一天会重建中国公益的新秩序。”
梁树新说。

关注自公益关注自公益

2011年6月1日， “微基金”
正式向罗甸县兴隆小学学生提供

爱心午餐， 当天的午餐是米饭、
炒黄瓜、 炒茄子、 炒豆腐和每人
一个鸡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