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芦山地震发生后，更多专业的社会组织加入到地震救援中

从正视到规范
社会组织救灾走向常态化

地震募款：
从指定到不再限定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我
国的优良传统，汶川地震的消息
传来，国人的捐赠热情被迅速激
发，谁来接收善款成为问题。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等致
全国社会组织发出抗震救灾倡
议书，倡议全国社会组织广泛动
员社会力量向地震灾区捐款捐
物，但最初被允许接收善款的社
会组织只是中华慈善总会、中国
红十字会。

在社会各界纷纷向灾区捐
赠资金、物资，部分社会组织积
极争取的态势下，民政部发布公
告（2008）第 108 号，要求没有救
灾宗旨的公募基金会以救灾名
义开展募捐活动，应经同级民政
部门批准。 未经批准已经开展募
捐活动的公募基金会在本公告
发布 7 日内，到同级民政部门补
办审批手续。

最终共有 16 家全国性基金
会经批准可以开展抗震救灾捐
赠活动，接收社会各界对汶川地
震灾区的捐款。

经过汶川地震救灾募款的
实践检验，社会组织的作用开始
被正视。

2013 年 4 月 20 日， 四川芦
山发生 7.0 级强烈地震。 4 月 21
日，民政部发布《关于四川芦山
7.0 级强烈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
动的公告》，《公告》 显示民政部
不再指定善款接收机构。

个人、 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
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
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
部门进行，捐赠以资金为主。

这一变化在 2014 年鲁甸地
震中得以延续。《民政部关于云
南鲁甸 6.5 级地震抗震救灾捐赠
活动的公告》再次提出倡导通过
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且有公募
资格的社会组织和灾区民政部
门进行捐赠。

社会组织参与救灾募捐已
经成为一种常态。

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在善款
使用上的自主性也在不断加强。

汶川地震时，其他社会组织
接收的救灾捐赠款物要转交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
其委托的社会捐助接收机构、红
十字会、慈善会等具有救灾宗旨
的公募基金会。

芦山地震时，在资金使用导
向上，民政部公告明确非灾区地
方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组织的捐款，可通过
同级民政部门逐级汇缴至省级
民政部门，由省级民政部门转交
四川省民政厅，及时用于抗震救
灾工作。

鲁甸地震时，资金使用的规
定已经变成社会组织应按照捐
赠人的意愿、灾区应急救灾和恢
复重建需求使用救灾捐赠资金。

地震救援：
从无序到规范专业

除了开展募捐之外，更多的

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在汶川地震
发生后迅速涌入灾区参与救灾，
从而拉开了社会组织参与灾害
救援的大幕。

最初的参与是无序的，大量
涌入的民间力量在灾区处于自
发自为状态， 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也产生了大量问题。 如何让包
括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有
序发挥作用成为一个必须得到
解决的课题。

2008 年 6 月 8 日颁布实施
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
例》，首次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
与相结合” 作为六原则之一提
出，赋予了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参
与的重要力量，参与灾后重建的
合法地位和活动空间。

芦山地震发生后，专业性要
求被提高了重要的高度。

民政部就提出鉴于灾区交
通、通信条件不便，加之余震不
断， 根据救灾工作实际情况，可
公告非专业救援人员、志愿者等
社会公众在现阶段不要自行前
往灾区。

鲁甸地震后，这一要求再次
被民政部提出。 鉴于目前灾区尚
处于紧急救援阶段， 且交通、通
信、住宿条件不便，加之余震不
断，建议非专业救援的社会组织
和志愿者在现阶段不要自行前
往灾区。

总结多次地震救援的经验，
民政部在 2015 年发布了《关于
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
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根据救灾工
作不同阶段的任务和特点，支持

和引导社会力量充分发挥优势，
并确定了在常态救灾、 紧急救
援、过渡安置、恢复重建等不同
阶段，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
重点范围。

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
制改革的意见》发布，明确提出
要完善社会力量和市场参与机
制。 要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全方位
参与，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化防
灾减灾救灾格局。

多元参与：
从自发到政社协同

在认可社会组织参与救灾
的作用、引导社会组织根据不同
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政府
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机制也
在逐渐形成。

芦山地震救援中，四川省成
立了全国首个灾害社会服务管
理平台———雅安抗震救灾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 建立了系统化、
窗口化、网格化的灾区社会管理
服务网络。

2014 年，鲁甸地震发生五天
后，云南省民政厅成立“云南社
会组织救援服务平台”。

2015 年发布的《关于支持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指
导意见》特别强调了支持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救灾应坚持“政府主
导、协调配合；鼓励支持、引导规
范；效率优先、就近就便；自愿参
与、自助为主”的原则。

《意见》明确提出要搭建服

务平台。 发挥救灾综合协调职能
作用，争取建立常设的社会力量
参与救灾协调机构或服务平台，
为灾区政府、社会力量、受灾群
众、社会公众、媒体等相关各方
搭建沟通服务的桥梁。

《意见》还要求，民政部门在
日常工作中，加强与有关社会力
量的联络互动， 做好政策咨询、
业务指导、项目对接、跟踪检查
等工作。

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将社
会力量参与救灾作为本地自然
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重要内容，
协同组织开展救灾演练，加快推
动社会力量在救灾工作中充分
发挥生力军作用。

在《意见》的指导下，政府部
门搭建平台指导、协调社会组织
参与救灾成为地震救援的一种
常态机制。

《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
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再次强调，
要研究制定和完善社会力量参
与防灾减灾救灾的相关制度，完
善政府与社会力量协同救灾联
动机制。

2017 年，全国第一家从省级
层面统筹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
灾救灾工作的专门机构“四川省
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统
筹中心”正式成立，承担全省社
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的日常协调、信息沟通和资源统
筹等工作。

社会组织协同救灾已经从
灾害发生时的临时性动作发展
为日常机制。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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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发生后，民间捐赠热情空前高涨

� � 今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十年间社会组织参与救灾经历了从被限
制到被正视，从开放参与到逐步规范的历程。

救灾募捐方面，社会组织不再需要指定；救援救助方面，从无序走向专业；政社关系方面，
从自发无序走向多元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