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3 日，中华儿慈会发
布声明称，柯某孝并非本机构

工作人员，只是曾在 9958 项目
河北廊坊地区合作机构有过短

暂志愿服务经历，本机构也从

未委托柯某孝个人为 9958 项
目募款。

针对有网友反映，中华儿慈

会公号上多次出现柯某孝以

9958 项目河北廊坊负责人身份
领奖并获得表彰一事，9 月 14
日，中华儿慈会再次回应称，

9958 项目河北廊坊负责人并非
柯某孝，获得表彰系柯某孝冒用

主任名义参与活动，获得相关新

闻报道。中华儿慈会表示，将加

强对地方合作机构的运营管理，

开通绿色通道救助受害者。

目前，中华儿慈会称柯某孝

已经投案自首，拘押于河北省三

河市公安局燕郊治安分局，中华

儿慈会正配合调查。腾讯公益平

台、微公益平台上的 9958项目
募款均已暂停。

随着“配捐”事件的发酵，连

日来，《公益时报》记者采访多位

病友后发现，大病救助模式已发

展成以病友为中心、患者家属作

为“中间人”推广“配捐”，承诺短

期投入本金就可获得收益的“慈

善”项目。

如今，一个清晰的“配捐”脉

络正逐渐展开。

“配捐”的种种期待

黄晓平是湖南郴州人，其女

儿患有白血病，2022年 6月在河
北省三河市燕郊镇陆道培医院

花费 80 余万元进行了骨髓移
植。当年 9 月出院，院方要求 5
年内不定期复查，高昂的诊疗费

用加之向亲朋好友的借款，让他

的生活陷入窘境。

期间，一位老乡告诉他，现

在社会上有一种项目，提供患者

病例等资料并拿出一笔本金，即

可参与一种“配捐”项目，短期内

（数十天）就能返回本金，还可获

得一笔几百至数千元的额外配

捐资金，无需再投入其他资源，

等着收益就好，成本低，见效快。

听完老乡的推介，想着女儿

白血病花费的大量资金和亲朋

好友的借款，手头十分拮据的黄

晓平决定试一试。在老乡的建议

下，他被拉入一个有 24人的微
信群，群内扔出两个个人账号，

提示可以通过向该账号打款参

与“配捐”获得收益。

老乡与他约定“配捐”计

划，投入本金 48500 元，20 天后

返款 50000 元，获得配捐收益
1500 元。

在返款的诱惑和老乡的保

证下，黄晓平于 8月 7日 17时
42分、17时 44分，通过中国建
设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分

别转款 20000元、28500元。这笔
款项直接转给了一个名叫李旭

的个人账号上。

事后，黄晓平对《公益时报》

记者表示，患儿家属想着能够通

过“配捐”获得一些救命钱，缓解

当前的拮据。“配捐几千元就能

让自己在北京吃上几天好饭了，

这种机会要抓住。”

很快 20 天时间过去。8 月
28 日，黄晓平向老乡询问回款
事宜，获得回复是等一等，晚一

点打款。9 月 3 日，他再次向老
乡询问回款，得到的回复却是

款项暂时无法兑现，钱一时出

不来。

事后，黄晓平说，自己的这

笔款项打给李旭后，还会层层上

报，最终汇集到一个名叫柯某孝

的人手中，由他统一给到慈善机

构参与配捐。

黄晓平说，通过新闻报道获

知，柯某孝为中华儿慈会 9958
项目河北廊坊运营中心负责人。

9月 13号 20时，中华儿慈
发布声明，提到三个信息点：第

一，经过初步核实，柯某孝不是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仅有短暂项

目志愿者经历；第二，此人已被

河北警方拘押，机构将配合警方

工作；第三，机构从未收到过网

传近千万捐款。

黄晓平说，自己投出去的钱

超期未能回款，还以为对方暂时

资金困难，“看到声明才知道遭

遇骗子”。

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谷子丰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真正的配捐是慈善

组织及爱心企业，为了鼓励更多

公众参与捐赠，在公众捐赠基础

上配比增加捐赠的行为。“配捐

并不是直接给捐赠人，而是给公

益慈善项目本身，随后按照项目

募捐方案中的执行计划、预算严

格使用善款。”

她谈道，本事件中，诸多的

“中间人”出于各种目的，曲解

“配捐”的真正操作流程，抓住患

儿家长救子心切的心理，诱导患

儿家长自筹款项参与配捐活动，

这不仅违背了《慈善法》的立法

初衷和相关条款，更可能引发刑

事犯罪，如诈骗罪、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等，“于法相悖、于理不

合、于情不符”。

“配捐”的圈子文化

黄晓平称，自己之所以这么

快就参与到“配捐”中，一是有着

老乡的举荐；二是因为自己之前

也参加过这种项目，模式大同小

异。“拿出本金和患儿资料提供

给介绍人，介绍人拿着病例逐级

上报递交材料，一定时间后获得

配捐回款。”

他介绍说，他老家湖南郴州

也有这种“配捐”项目推介，回款

数额不等，没有固定标准，有

49000 元配捐 1000 元，也有
48500元配 1500元。“后者看起
来比前者配捐额度高点，都是临

时性解决一点餐补，自己就投了

回报稍高的后者配捐。”

“当时，我身上没有钱，都是

找亲朋好友东挪西借的，总共打

款 2笔，一次是 28500元，另一次
是 20000元，共计 45800元。”黄
晓平说。

约定回款期限已过，款未回

来。为了弄清自己的钱究竟去了

哪里，黄晓平通过老乡打听到一

个地址，正好在河北燕郊某小

区。9月 4号，黄晓平从湖南郴州
前往河北廊坊市三河市燕郊镇

潮白小区，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

了柯某孝。

据黄晓平回忆，这个地点被

他们称为“会所”。

“会所，相当于项目办公地

点，租赁的某个地方。主要用于对

接患者家属，收集病例材料、核实

相关信息，告知配捐项目。最终，

让参与患者家属把配捐本金打入

某人账号，进入配捐流程。”

黄晓平说，患者信息会被信息

收集者逐级上报，每个层级收集者

都会获得相应的回报。“如，甲上报

乙，乙再上报丙，丙再上报总部，这

样一来甲乙丙都会获得一定收益。

如 100元、200元、300元，到基层
拿的最少。目前，有 49200元配

800元、49300元配 700元、49500
元配 500元。中间人越多，患者获
得的配捐就越少。”

当问及这样做是否合规时，

黄晓平说，“患者家属就想多得

一点钱，补贴治疗和日常开销，

再者是同乡介绍，可能人家也是

好心让我们多得一点，至于合规

与否我们不会想那么多。患者家

属要给孩子治病，反正这么弄，

有总比没有好。”

谷子丰表示，虽然《慈善法》

和《民法典》规定“捐赠人有权查

询捐赠财产管理使用的有关资

料”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依然

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等，尤其是

捐赠人对捐赠具体过程、资金去

向的知情权都没有更为明确的

法律条文规定，让不法分子钻了

空子。

谷子丰认为，相关的法律法

规应从信息披露的角度重点关

注以下内容：包括善款筹集的总

款项与捐赠金额的比例，受赠人

发生某种急需款项的情况下触

发善款发放的具体情形、具体流

程、支付时间等，对于每个项目

的捐赠过程和余款处理方式应

及时公布，同时更应该注重捐款

的资金来源，从源头上做好审计

和信息公示。

“配捐”的患难病友

黄晓平介绍，推荐他参与

“配捐”项目的老乡不只邀约过

他一个人，也向很多病患做过推

荐，还有很多人成了“配捐”项目

的“中间人”：收集患者病例，整

理相关信息，助其投入款项，上

传病例资料。

这些“中间人”都有一个显

著的特征，即他们都是患者家

属，曾经也参与过此类的配捐。

王令一是吉林省公主岭市

的一名白血病患儿家属。早期，

帮助孩子治疗花费不少，现在孩

子病情稳定，但仍需定

期复查。在该事件中，

他帮助病友家属收集

资料，推荐“配捐”项

目，协助打款本金等事

项。

王令一对记者表

示，早年自己在孩子患

病时得知“配捐”项目，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

与，投入本金后确实获

得了一定的“配捐”。

“有过几万配几千的时

候，几次参与后相信了

这个模式，主要治病花

费太多手头紧，能得一

点是一点。”

“至于钱给到谁，”

王令一说，“我会把我

这边收集的病友信息

和投入本金交给一个

上级，这个上级还会交

给更上面一个人，最后才到柯某

孝。至于柯某孝怎么提交到中华

儿慈会 9958项目，自己并不清
楚。”

“配捐”返现也是这样一级

级返回下来，每级每人会有一定

比例的服务费。最后，余款会给

到发起病患家属的手中。“虽然

‘配捐’数额不多，但只要投入本

金就能有回报，介绍给急需的病

友，在自己获得少量收益的同时

帮助到了大家。”王令一说。

王令一的说法得到了黄晓

平的证实。

黄晓平说，“你家里有患者

才会被拉入‘配捐’群，有患者就

会有病例，提交病例才会获得收

益。但无论是患者自身、家属还

是中间人，大家都为了获得小部

分回报，让拮据的生活能有一丝

宽裕。”

记者了解到，这些“配捐”的

参与者均为病友及病友家属，家

里一定会有身患大病之人，患者

成了他们沟通的共同标志。

目前，王令一帮助了很多人

参与“配捐”，随着柯某孝被抓，

前期缴纳的款项暂时无法退回，

“配捐”更成了泡影。很多人把矛

头指向儿慈会 9958项目的同时，
也把怨气洒向了他，每天都有人

催着他要钱。

王令一说，原先的“配捐”都

很正常，没想到这次会这样，自

己很是自责。

对此，谷子丰表示，在本事

件中很大一部分“中间人“本身

也是患者家属，从情理上，他们

也是受害者，但归根结底还是源

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除上

述建议外，也呼吁公开募捐资

料、捐赠全过程、资产流向等。

“慈善应站在捐赠人的角度，切

实维护其知情权，回归‘配捐’本

意，如此才能更好地发展慈善事

业。”（为保护患者隐私，文中黄
晓平、王令一为化名）

”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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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捐”卷走千万救命钱，
大病救助背后有何隐情？
近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华

儿慈会”）9958儿童大病紧急救助项目（以下简称

“9958项目”）被指有疑似“河北负责人”柯某孝私自接受善

款，未能兑现“配捐”返款承诺，卷走千万救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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