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张舒逸 版式 朱琳萍 校对 陈锦霞2024年9月10日 星期二
城事 新市井· 本版电话：866320724

■本报记者 吕洪涛 图文报道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近年来，常州坚守为民初心，
全力打造“常有众扶”民生服
务品牌，让城市发展更有质
量、人民生活更有品质，书写

“幸福答卷”。

强导向，激发慈
善事业发展动能

“渝渝爱打篮球、跑步，
经常参加学校的运动会，成
绩也不错。”提起儿子，48岁
的刘小明满是骄傲。

15 年前的“六一”儿童
节，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时年
3岁的渝渝从常州市儿童医
院出院。如今，渝渝己经长
成了身高1.85米的帅小伙，
性格开朗，爱跑爱跳。

“特别感谢这个救助项目
为我们提供帮助，给了我家希
望。”刘小明说的项目是“捐出
一张废纸、奉献一片爱心”慈
善公益活动。该活动于2008
年5月，由团市委、市慈善总
会、市志愿者总会联合发起，
目的是救助全市范围内困难
家庭中的病、孤、残少儿。

近年来，我市涌现出一
大批像“捐出一张废纸、奉献
一片爱心”的慈善项目，有效
激发了广大社会力量参与慈
善活动的热情。

我市坚持把发展慈善事
业作为保障改善民生的重要
内容，构建起健康有序的慈
善工作格局。慈善法颁布实
施以来，市政府出台《关于促

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工作
意见》，坚持政府推动、社会
实施、公众参与、专业运作，
大力培育发展公益慈善组
织，拓展创新慈善载体形式，
努力形成慈善事业发展新格
局。

据统计，全市有27个单
位、个人及项目获得中华慈
善奖和江苏慈善奖，形成了
示范引领效应。

树品牌，慈善组
织广泛开展活动

“没有社区的帮助，我的
求学之路会很困难。”家住五
星街道花园西村社区（简称
花西社区）的小文（化名）是
一名孤儿，今年夏天，他如愿
考入我市一所职业院校。

2019年，小文10岁时，
父母相继去世。从此，他由
年老多病的爷爷奶奶照顾。
为了更好地帮助像小文这样
的困境儿童，去年，花西社区
设立了互助基金，帮助他们
走出困境，继续追梦。截至
目前，花西社区互助基金累
计收到善款85627元，定向
资助了13名家境困难的学
子。

近年来，全市各级慈善
组织广泛开展助孤、助学、助
老、助困活动，关注基层困难
群体，将慈善资源充分向社
区一线延伸。2023年，市慈
善总会探索设立“常善家园”
社区慈善工作站，同步配套
设立社区互助慈善基金，推
动基层慈善与社会救助紧密
结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目前，全年建成基层
慈善工作站390个，同步设
立390支社区慈善互助专项
基金，累计募集善款2600余
万元。

武进区“幸福家园”村社
互助工程入选首批全国联动
示范区。目前，武进区 271
个村（社区）参与此工程，开
展项目290个，累计筹款总
额3300万元，超4万人次参
与捐赠。

同时，“慈善一日捐”“常
爱童心”“圆梦行动”“大病救
助”等品牌慈善项目，不断扩
大项目影响力。2023年，我
市创新开展“冬暖夏凉”慈善
项目，为我市低收入人口在
保对象家庭赠送200度免费
用电；“常有众扶”微心愿爱
心包项目，为城区重点帮扶
对象发放了爱心包。

塑文化，营造浓
厚社会慈善氛围

近年来，我市积极参与
腾讯99公益江苏慈善专场
活动，募集善款和参与人数
每年攀升。“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各级慈善组织积极募
集款物近1800万元驰援灾
区，展现慈善组织应对突发
事件的责任担当。

结合“中华慈善日”“江
苏慈善周”，我市开展“常州
慈善月”系列活动，积极动员
各辖市区，各条线部门积极
参与慈善公益活动，营造了
浓厚慈善氛围。

钟楼区在商圈社区举办
“幸福中国家 益善老城厢”
活动，开展慈善微心愿认领，
为爱心商家挂牌，通过多样
化的活动让市民感受慈善力
量；我市还举办“情暖龙城”
新春慈善报告会，讲述社会
各界的感人故事。

同时，市民政部门借助
常州日报社、常州发布等主
流媒体，建立多维度宣传矩
阵，及时报道重大慈善表彰、
爱心人士的善心善举，发挥
先进引导作用，在全社会形
成了崇尚慈善、参与慈善的
良好氛围。

情暖龙城，打造慈善之城、爱心之都

常州：让慈善之光更暖更亮

越来越多市民参与公益活动

全民慈善在我市已经蔚然成风年轻人在参与慈善活动

中华民族历来有扶危济困、
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我国现
行慈善法自2016年施行以来，
在保护慈善参与者权益、规范慈
善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与此同时，慈善领域也出现
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更完
善的法治护航。

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
决通过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定，
新修改的慈善法自2024年9月
5日起施行。新修改的慈善法有
哪些看点？

亮点一
充分发挥各级政府

统筹协调作用

此次慈善法新增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协调、
督促和指导有关部门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做好慈善事业的扶持
发展和规范管理工作。此次慈
善法修改还要求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慈善活动
的监督、管理和服务，进一步明
确了行政机关在推进慈善事业
发展中应承担的任务。

亮点二
规范慈善组织募捐

成本

规范慈善组织募捐成本是
此次慈善法修改的一大亮点。
法条中所指的募捐成本，大致为
慈善组织在开展募捐活动过程
中产生的物资采购、宣传推广、
活动组织等费用。

慈善组织在开展慈善活动
时，应当遵循管理费用、募捐成
本等最必要原则，厉行节约，减
少不必要的开支，充分、高效运
用慈善财产。

亮点三
建立健全个人求助

网络服务平台监管制度

近年来，个人求助网络服务

平台发展迅速，但实践中也存在
一些乱象。法律规定，个人因疾
病等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向
社会发布求助信息的，求助人和
信息发布人应当对信息真实性负
责，不得通过虚构、隐瞒事实等方
式骗取救助。从事个人求助网络
服务的平台应当经国务院民政部
门指定，对通过其发布的求助信
息真实性进行查验，并及时、全面
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

亮点四
强化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慈善组织在合作
募捐中的责任

此次慈善法修改进一步强
化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
织在合作募捐中的责任，明确其
未履行责任的法律后果。

新修改的慈善法规定，不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
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
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
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
捐，合作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自
行开展公开募捐。具有公开募
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应当对合作
方进行评估，依法签订书面协
议，在募捐方案中载明合作方
的相关信息，并对合作方的相
关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督。具有
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负责
对合作募得的款物进行管理和
会计核算，将全部收支纳入其
账户。

亮点五
加大对相关责任人

员的处罚力度

慈善组织存在私分、挪用、
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等违法
行为的，新修改的慈善法除对
该慈善组织进行处罚外，还加
大了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罚力
度。这一修改有利于慈善组织
从业人员更好约束自己的行
为，推动慈善行业内部形成自
律共识。

今年9月5日起施行

新修改慈善法有哪些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