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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润基金会资助一线抗疫医务人员

孔东梅：
公益组织需填补抗疫救助空白

《公益时报》：东润基金会发
起这样一个专项基金是出于什
么考虑？ 资金救助标准如何？

孔东梅：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暴发，波及面广，情况
也比较严重。我们看到，面对这样
的突发状况， 冲在最前面的就是
一线的医务人员。在此过程中，他
们不仅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也做
出了无私而伟大的奉献。 有的医
务人员因此已经感染， 甚至为此
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难过和感动
之余， 东润基金会就想为这群可
敬可爱的人做些什么， 我们建立
这个专项基金， 就是想向冲在一
线的医务人员表达崇高的敬意，
为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提供必要的
奖励和保障， 能够实实在在给他
们一些帮助。

该基金主要覆盖范围是目
前湖北省内疫情较为严重的一
些城市，比如武汉、黄冈和孝感
等，为殉职的医务人员其家庭提
供 30 万元补贴； 为在疫情防控
一线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医务人
员每人提供 1 万元资金支持；为
以上医务人员处于就学期的子
女，每人提供 1 万元教育资助。

这个基金的执行流程还需
进行大量细致的工作。 比如我们
要通过与一些疫情相关的重点
医院合作，对医务人员的综合信
息的报送和审核予以把关。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专项基
金的资助，为奋战在一线的优秀
医务人员送去关心关爱，也为他
们加油鼓劲。 希望全社会都能看
到，并尊重和弘扬这种无私无畏
的医者精神，进一步激发全民向
善、人人为善的社会认知。

《公益时报》：东润基金会一
直致力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孩
子们的教育公益事业。 这次疫情
对他们影响大不大？

孔东梅：据我了解，目前我们
东润资助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
儿童和青少年还没有受到太大影
响。因为地处偏远，人口也不是非
常密集， 当地的疫情也受到了很
好的控制，波及比较小。

《公益时报 》：据你观察 ，这
次疫情发生后，国内公益组织的
反应和行动如何？

孔东梅：目前疫情防控过程
中， 最缺乏的可能就是医疗物
资， 社会各界也都在积极响应、
热心投入，从各种渠道甚至从国
外采购口罩、 防护服或手套，辗
转运回国内支援医院。 我注意到
不少的公益组织和人士也投入
到这方面的行动中，做了大量的
工作。

但从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
该认识到， 疫情防控是很专业
的事情， 特别是医疗物资的提
供。 最近大家会发现，很多千里
迢迢从国外运回来的医疗物
资， 并不符合相关医疗使用标
准，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也
给医院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
爱心固然可贵， 但这样的结果
确实有些遗憾。

我相信，此时此刻，有提供
专业医疗物资渠道的公益组织
肯定会竭尽全力。 但除了物资支
持之外，其实我们的公益组织还
有太多可以关注的事情，应该尽
快介入。 比如，有些父母都是医
疗工作者的那些孩子由谁来照

顾？ 家里的老人或者病患、残障
亲属由谁来照顾？ 还有那些疑似
隔离或已经确诊的患者，家里的
老人和孩子由谁来照顾？ 当下这
些群体的现实生活和心理、情绪
都需要关注和呵护，这些现实问
题都需要大量的社工机构和公
益组织用最快的速度去弥补。 他
们不应该被遗忘。

还有那些突然之间目睹这
么多生死，承受着许多心理压力
的医务人员，他们也需要心理健
康的支持和关爱。

所以我觉得，目前物资供需
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公益组织是
否也应把精力更多的投入到自
己熟悉的支持扶助领域，及时填
补那些可能被疏忽和冷落、但也
非常重要的空白层面，全方位凸
显公益组织在这种非常时期的
组织能力和专业活力。

《公益时报》：现在每天有大
量的各种捐赠或需求信息充斥
网络，公益组织是否在这方面也
可以尝试发力做点事？

孔东梅：确实如此。目前大家

看到的各种信息庞杂而混乱，其
真伪和时效性在短时间内都很难
甄别，如果信息使用不当，造成的
后果可能是难以想象的。我在想，
我们的一些具有这方面基础资源
和技术能力的公益组织和机构，
是否可以尝试开发运作相关的信
息平台， 以便疫情期间能够及时
核实信息、整合信息和调配信息，
使得所需资源更加夯实、 准确和
有效，为我们早日渡过难关、取得
抗疫胜利尽一些力。

《公益时报》：你认为社会组
织参与应急救灾发挥有效作用，
在自身建设方面还需要做出哪
些努力？

孔东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公
益组织其实已经经历了好几次
大的灾害救援的重要事件，从
2008 年汶川地震到 2014 年云南
鲁甸地震，再到我们这次的疫情
防控救助，按说我们的灾害救援
经验应该有 10 多年的发展历史
了，应该可以形成一个相对成熟
的社会组织应急救灾体系和配

合体系。 譬如，由谁来核实发布
需求、谁来调配发放物资、谁来
做周边的人员安置、救援人员的
保障、家属的照料等工作。 但是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每一次面临
灾害的时候，这样的救援机制都
要经历从无到有的混乱过程。 这
种过程的存在势必会延误有效
的救援和安置工作。 每一次应急
救援过后，救援人员都会有大量
流失，这就意味着，在下一次出
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需要重新
去培养新的志愿者。

我觉得我们的公益组织，平
时是有各自的业务范围，但是面
对应急救援的时候需要形成这
样的配合分工机制，这样的机制
就像一个联盟，是在日常就存在
的，并且需要不断去强化它的组
织架构和实战能力，不断有意识
地加强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水准。
唯有如此， 一旦有灾难发生，每
个机构都才能知道自己和相关
机构在整个救援包括重建过程
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承担的工作，
才不会造成混乱甚至是反复的
资源浪费。

2 月 4 日，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的帮助下，东润基金会设立的“抗击疫情突出贡献医务人员专项基金”
已增至人民币 1000 万元。

该基金于 1 月 27 日发起，旨在为奋战在一线的突出贡献医护人员提供相关支持，同时亦关注其子女
教育问题，在必要时适当给予就学保障资金。

据悉，泰康保险集团（通过北京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捐赠）和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该基金的
顺利发起给予了慷慨捐助。 加华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蜂投资控股（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民生中国书
法基金会等机构也于第一时间为该基金的设立发起提供支持，该基金在第一期人民币 500 万元的基础上
又增加 500 万元。

东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孔东梅对话《公益时报》记者，对该基金的发起初衷予以了说明，也对当下国
内公益组织参与抗疫的现状阐述了自己的思考和观察。

■ 本报记者 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