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以后，当我老了，走不
动了，回忆青春，我必须坦白地
承认 ，从 2001 年开始 ，我的生
命突然转了一个弯， 变得更丰
富，也更有意义。

2001 年 6 月 1 日 ，经过三
个多月的筹备 ，《公益时报 》正
式创刊。说实话，当它奇迹般地
第一次出现在国务院、 中直机
关、民间组织、科研院校、企业、
彩站……出现在每一个读者的
手里时，我未曾想过，它以后究
竟会怎样。

摸着石头过河的缺点是无
经验可借鉴， 优点则是无所羁
绊。 作为全国第一份综合性公
益类报纸，《公益时报》 一出生
便带着公益的基因， 肩负着为
公民发声的责任。

彼时， 这个跨入新世纪的
国家刚刚提出了“十五 ”计划 ，
上上下下都表现出令人振奋的
朝气。少数的精英阶层，在期盼
健康发展的商业社会的同时 ，
也关心国家体制的健全， 并开
始有意识地进行财富的 “第三
次分配”。

这些进步的因素碰撞到一
起， 为这份报纸提供了恰好的
环境和时机。 如果说它一开始
便取得了什么成就， 也是借着
不可避免的 “公益觉醒” 的潮
流。

2003 年 ， 资中筠老师的
《散财之道》出版，让我很激动。
那种感觉就像适逢知己， 办报
两年来的经验和感悟， 突然有
人替你总结了，并用了更专业、
更精准的表达。所以我“急功近
利” 般地买下了出版社所有库
存的书 ，逢人便送 ，是布道 ，也
是启蒙。

我试图让身边的所有人都
马上明白一个道理： 公益的最
大意义在于创造一个机会均等

而又兼顾效率的理想社会。
当然， 理想和现实总有距

离，否则何需努力。虽然十几年
前适逢纸媒的黄金期， 但更多
之于都市报而言， 对这样一份
内容受限又无行政补贴的报纸
来说，日子并不好过。

十四年， 回顾艰辛还为时
尚早， 只能说我们很庆幸没有
选择“利用读者拉动广告”的传
统经营模式，否则无法想象，在
纸媒衰落的今天， 公益时报的
命运会如何。

今天， 是这份报纸的第十
四个生日。伟大源于坚持，我不
奢望它在将来会创造什么奇
迹， 只希望它能一直记录这个
国家、这个时代，记录所有稳健
的、前瞻的 、可操作的思想 ；记
录所有创新的、活跃的、有希望
的力量。

更多，在记录的同时，能多
一份担当；在当下变革的中国，
能做一些尝试： 我们连续十二
年发布了十二张 “中国慈善
榜 ”，连续七年举办了七届 “中
国公益新闻年会”，连续六年承
办了六届 “中国社工年会”，连
续四年主办了四届 “中国企业
卓越奖”……

这些尝试取得的成绩显而
易见， 它让致力于公益的人们
体验到了无穷的可能性， 认识
到智力上的激荡与行动上的创
新，真的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
改变他人的命运、 改变这个社
会、改变这个国家。

在这些良好势头的鼓励
下，我写下此文，献给与我休戚
与共的、十四岁的《公益时报》，
献给所有与我并肩的战友。

我们时刻如履薄冰， 我们
时刻严阵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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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四成网友表示
会为体验式公益项目捐款

近两年，体验式公益项目越来越多，它们往往遵
循互联网精神为内核的全民传播法则， 在影响力上
卓有成效， 但在抓住公众眼球的同时也都伴随着批
评和质疑声。

寻找慈善传统 16版

东势义渡的善举历史
在早期台湾，全岛各河川渡口多有义渡———地方善士

集资雇用良民为船夫，免费搭载过河行人，直到桥梁陆续兴
建后，义渡才逐渐功成身退，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封面报道 08-09版

逃不出的“康乐园”
难解的养老困局

2015 年 5 月 25 日，一场大火吞噬了鲁山县康乐
园老年公寓的 38 名老人。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惨
烈的事故？在老龄化加速的当下中国，这一场大火又
烧出了机构养老的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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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将设党组
中共中央政治局 5 月 29 日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 会议指出，中国共
产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有
坚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

我与《公益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