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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战疫 40 多天
一家基金会的迷茫与成长

突发事件下
基金会的态度应该是什么？

在疫情暴发初期， 局面复
杂， 大家的认知实在太少了，普
遍缺乏准确判断的能力，随着各
种政策出台和公益同行善意的
风险提示，建辉基金会的第一反
应是别犯错误。

基金会的理事群就如何行
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的理事
认为，建辉基金会应该聚焦机构
的使命，强调机构专业性；有的
理事认为，突发事件下，行动力
比方案重要， 行动就能解决问
题；也有理事提出，基金会没有
应对紧急状况的经验，但可以和
反应迅速的组织合作……

还有理事说：“模糊的正确
远胜于精确的错误，摸着石头过
河，做就比不做好，做了可能会
犯错，但不做，连犯错的机会都
没有。 ”

秘书处的同事群也苏醒过来，
大家开始讨论要不要做点什么。

大家认为，除了国家、政府，
还有很多公益组织、个人、商业
组织都参与到救援工作中。 如果
说个人都不分男女老幼，冒着巨
大的生命风险参与其中，那么作
为一家公益组织，作为被许可的
以公益为主业的独立法人，基金
会更有责任去承担，这是基金会
应有的态度。

大家决定，不能再坐等机会
了，建辉基金会要主动出击。

应该筹钱还是送物？

建辉基金会成立仅三年多，这
次面对公共卫生事件，没有医疗资
源的优势，也不擅长物资采购和紧
急救援。大家看到很多基金会都在
采购物资，秘书长们通宵达旦地在
群里求购物资， 有买到假货的、有
被坐地抬价的……种种现象，让建
辉基金会感到无力。

最要命的是，机构不在一线，
难以发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基金会首先观察自身在湖北
的志愿者合作伙伴， 发现他们的
反应很灵敏， 其中有不少团队开
始自发筹款， 主要围绕当地慈善
会或原有合作过的基金会服务。

他们都是最普通平凡的人，
在此之前， 他们甚至对公益知之
甚少， 但他们都有着就近解决问
题的先天优势：他们有食材储备、
有运输车队、 有现成的酒店……
他们速度及时、方法灵活，有效地
解决了疫情严重地区的最基础的

吃、住、行问题，在这次疫情中发
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他们获
得的公益资源却非常有限。

这不是就是建辉基金会一
直在寻找和支持的“个体行善
者”吗？

模糊的正确
远胜于精确的错误

灾害应对中，如何判断资助
是否有效？ 建辉基金会秘书长黄
晓丹认为， 是以最低的成本，最
高效地解决突发事件所在地的
民众切实的问题为标准。

灾害应对有着所谓的属地
原则，没有谁比得上在地的组织
和个人更有执行力和便利性。

在很多基金会看来，对个人
的资助， 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
为资助人的标准和成果难以确
定。 但恰好在这个方面，建辉基
金会积累了不少经验，从成立至
今， 基金会资助和支持过逾 939
名“个体行善者”，对个人的行善
动机、行善难度、困境程度和社
会影响力等多维度的评估标准，
已经制度化和体系化，更深入到
了团队成员和志愿者合作伙伴
的内心。

很多基金会的资助，都会有
要求：项目申请书、项目计划书、
结项报告，评审的时候，会有很
多专家提出意见并指出不足。 但
不少基金会的资助，也包括一些
政府采购， 其项目书写得很漂
亮，执行效果却大打折扣，善款
最后可能也是“打水漂”，而资助
方只能是无可奈何。

疫情期间，建辉基金会省略
了评审环节，人物建档尽量简单
化，确保资助高效。 每每有建辉
基金会资助的案例出来，就有人
问：“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些人
的？ ”黄晓丹说：“其实方法很多，

他们在一线繁忙，我们在后方安
稳， 所以我们的主动很重要，因
为你知道他在哪里，他却不知道
你在哪里。 ”

所以建辉基金会项目部的
人每天都在各种渠道收集线索。
找到线索初步认证后，一个最重
要的环节就是倾听，带着同理心
去倾听， 从与对方的沟通中，自
然就了解他做了什么、计划做什
么、他为什么要做、他的难处在
哪里。

一线的情况变化很快，计划
往往赶不上变化，所以建辉基金
会会在可能的情况下提高弹性，
允许对方合理调整项目计划。 之
所以能这样做，与建辉基金会一
贯灵活自主的文化分不开。

对个人的资助，很难说被资
助者的行动是最精确的，但正确
的人远比精确的事重要。“基金
会有位资助对象，因为其物资分
配不够均匀，社区居民对其产生
意见。 但这个小伙子愣是咬着牙
支撑下来，一个多月下来，他个
人已经累计组织了 1200 吨爱心
蔬菜的采摘、 运输和分发工作，
钱不够就自己垫付。 他没有什么
项目书，但每天在微信群里报告
进展和收支款情况。 不得不说，
疫情一线， 这样的行动是有效
的。 ”黄晓丹说。

如何判断
被资助人是靠谱的？

建辉基金会资助的基本都
属于平民慈善。 他们很普通，但
是他们有自己坚守的东西。 这群
人，通常在紧急情况下主动充当
带头人，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
无私和善良。

建辉基金会要做的，就是找
到和支持这群人。 疫情期间，项
目人员一般都与资助对象有直
接联系，遇上特殊案例，沟通时
间经常都超过 1 小时。 在沟通
中，基金会发现了他们很多深层
次的需求。 也有资助对象说：“和
你们沟通一次，相当于做了一次
心理疏导。 ”黄晓丹认为，建辉基
金会应该把撰写报告的时间省
出来，与一线保持密切的沟通。

当然，也会有一些有潜在风
险的个人申请资助，这就需要资
助官员具备让对方充分表达的
能力，和判断对方真实情感的能
力。 这种能力，在突发事件下的
资助尤其有效。

除了从沟通中获得素材，基
金会也需要通过当地公益机构
协助认证，通过权威媒体发布的
报道背书；其他“靠谱的人”的推
荐也很重要。

事实上， 这次疫情期间，建
辉基金会资助的对象都在一个
城市，志愿目标一致，通常都互
相熟悉。 只要有心，找到“人靠
谱”的佐证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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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辉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建辉基金会”）成立于 2016 年，是国内第一家关注个体行善者的公益组织。 2019 年，建辉基金会的“致
敬困境中的行善者”在腾讯公益 75000 个项目中名列“人气最高年度排行榜”前十名。

成立仅三年多的建辉基金会，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 其猝不及防的秘书处也曾一度固守于支持原有的合作伙伴和基金会的宗
旨，不知道该不该行动、该怎么行动，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倍感无能为力。

时隔 1 个半月，经过基金会全体同仁不懈努力，终于摸索到一些方法，那就是从现实而不是从僵化的理论出发，从尊重一线实践而不是后
方经验出发。

� � 免费为医护人员送餐多达 8570 份的李博面临
巨大的贷款压力

� � 骑着摩托车为居民送救命药的吴悠被举报为
“非法售药和牟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