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奋斗，是青春最美的底色。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

国青年，施展才华的舞台无比广阔。他们中，有的人因为视
觉缺陷却在黑暗中奋力拥抱光明，有的历经挫折但笑着面
对人生，有的需要他人温暖却依然努力发出光和热……他
们向下扎根、向阳生长，立志于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为一
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而上进、奋斗。

从本期开始，本刊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公益平台
等，征集和报道一批身处逆境但胸怀大爱优秀青年的故事，
他们来自最基层的市井阡陌，他们有情怀、有责任、有爱心、
有梦想，他们用担当奉献唱响青春之歌，成为新时代的奋斗
者、奉献者和追梦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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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

“赞成2636票，反对131票，弃
权83票。”2016年早春伊始，十二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是年
9月1日起施行。

彼时，深度参与这一立法全过
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
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心中不胜快
慰。“这是我国慈善领域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一部立法。”郑功成说。

民之所盼，法之所向，多年磨砺
终于“修成正果”。如果拉开时间长
度来看，从动议、调研，到起草、修
改、审议，我国为慈善立法可谓“十
年磨一剑”。

早在2005年，民政部开始牵头
起草慈善法，其间数易其稿，2008
年底曾将草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
但因社会各界分歧较大、争议颇多，
最终未能完成国务院系统内的立法
程序，从而并未提交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

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数十位
来自不同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纷
纷就推动慈善立法建言献策，内容
涵盖了慈善事业细分领域中的方方
面面。

2013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
制定慈善事业法列入立法规划一
类项目。

2014 年 2 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正式全面启动慈善法草案起草
工作，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
会牵头。

那一年，作为法律草案起草领
导小组成员和特别委托项目“慈善
法研究”专家组组长，郑功成先后主
持召开了18次慈善事业法立法研
讨会和多次小型座谈会，邀请学界、
慈善界和法律界等专业人士共计
400多人次参与研讨,围绕慈善法
立法框架与各章内容完成了16份
专题报告，最后提交给法律草案起
草工作组参考。

“特别快！”郑功成用“罕见”
来形容慈善法草案的出台速度。
2015年10月，慈善法草案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两个月后
进行了二次审议，公开征求意见。
在大会审议过程中，全国人大代表
共有1231人次发言，提出近4000
条修改建议。经研究对草案作了
110处修改，其中实质性的修改有
38处。

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慈善法（草案）》，9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实施。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慈善
法，也是我国慈善事业建设进程中
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为弘扬
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搭
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更把我国公
益慈善事业和社会治理推向一个
新的时代。

良法促善治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的重要载
体。记者梳理发现，跟随慈善法迈出
的第一步，2016年 9月《慈善组织
认定办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
办法》正式施行，此后民政部又联合
有关部门出台了《慈善信托管理办
法》《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
平台基本管理规范》《慈善组织信息
公开办法》等一系列行业标准或政
策性文件。

2017年2月、2018年12月，全
国人大常委会又先后修订了红十字
会法、企业所得税法。前者使红十字
会系统的慈善活动被正式纳入法定
慈善范畴，后者使慈善法规定的企业
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利
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
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得
以落地，有利于企业大额捐赠。

慈善法实施至今，江苏、宁夏、江
西、陕西等省区的人大常委会先后制
定了慈善事业条例或实施办法，广州
市、杭州市、珠海市等地人民政府亦
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文件。这些地方性
法规与政策文件，为慈善法的实施提
供了更加细化的规范。

“据统计，2016年时，全国注册
的社会组织有70.2万个，其中大多
数是以慈善公益活动为举办目的的
慈善组织，但法律意义上的慈善组
织却是自慈善法实施之后才出现
的。”郑功成告诉记者：“其特殊意义
在于慈善组织的‘出生’有了明确的
法律依据。经过法定程序确认的慈
善组织同时享有法定的权益，这是
我国慈善组织走向法治化的开端。”

郑功成表示，慈善法的颁布实
施，正式全面开启了我国慈善事业
的法治之门，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
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从而客观上
成了我国传统慈善走向现代慈善的

分界线。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越过这条分

界线，我国慈善组织的公开募捐、慈善
服务与内部治理结构以及慈善信息公
开等不断走向规范化，社会组织和慈
善力量发挥的舞台越来越广阔。

今年9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
举行的新时代民政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介绍说，这十
年是社会组织发展最快的十年，“目
前，我国已经登记的社会组织有90万
个，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超过1万个。”

“慈善法颁行6年多来，对我国慈
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主要表
现在慈善领域的法治意识明显增强、治
理机制逐步成熟。前者可以从网络慈善
与社区慈善的大发展得到验证，后者可
以从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及运行机制
不断健全得到验证。”郑功成坦言，伴随
慈善法的实施与宣传，中国特色慈善政
策法规体系日益完善，我国慈善事业步
入法治化轨道，“尽管这条轨道还需要
经过精细装修才能更加通畅，但慈善法
治化的势头已经不可逆转，慈善事业必
定会沿着法治化与慈善自治有机结合
的方向持续发展。”

修法进行时

弹指4年过去，2020年 10月 15
日，慈善法首个执法检查报告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

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着重指
出我国慈善事业在应对新挑战、建立
应急机制等多方面的问题，例如慈善
信托、税收减免、互联网公益、细化罚
则等内容亟须进一步完善，建议尽快
完善配套法规政策和适时修改慈善
法。

2021年全国两会后，慈善法修法
工作正式提上日程。同年6月，全国人
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托民政部、中国
社会保障学会、中国慈善联合会起草

慈善法（修订草案）建议稿并进行意见
收集等工作。

“经历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洗
礼后，我国慈善的贡献与经验、不足和
短板集中突显，也从一个侧面助推着
新形势下的慈善法修法工作。”目前兼
任慈善法修法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郑功
成表示，修法是对现行立法的进一步
完善，在我国需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
但慈善事业的发展又不够理想的条件
下，通过完善立法来健全规范、强化引
领、加大支持力度，显然是符合时代要
求的正确取向和有力举措。

“慈善法确立的慈善制度不仅需
要不断修订与完善，而且需要与其他
相关制度建设保持适应性。”郑功成
认为，一方面要创造有利于慈善事业
发展的政策与社会环境。通过修订、
充实慈善法和制定相关法规，进一步
明确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增强慈
善组织的自主、自律意识，真正创造
有利于释放慈善组织活力和公众爱
心的政策与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健
全并落实对慈善事业的支持政策与
力度，完善对网络慈善、社区慈善与
个人求助的法律政策规制，培育枢纽
型慈善组织，以全面推动我国慈善事
业健康持续发展。

记者在202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发现，修改
慈善法被列入预安排审议40件法律
案之一，这意味着今年慈善法的相关
修订稿将进入审议流程。

“在政府部门与慈善组织之间建
立良性互动的关系，并使蕴藏在我国
民间潜力巨大的爱心善意持续不断地
释放出来，这是发展我国慈善事业的
必要且重要的条件，而这个过程须臾
离不开依法治善。”郑功成强调，只要
我们进一步明确慈善事业的定位、找
准发展方向，并据此加快完善慈善法
制与相关政策支持体系，同时理性引
导公众参与，我国的慈善事业一定会
走进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

法治引领：慈善事业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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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慈善法为基础的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健全完善，综合立法引领、专项政策配
套、地方政策支撑、行业标准规范的慈善制度框架基本确立，为推动慈善组织更好发展、规范慈善活动有序运行、促进慈
善事业稳步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规范与法治保障。

工地上忙碌的“00后”女孩儿

21 岁，正是花儿一样的年纪，
很多同龄人或许还在校园里憧憬着未
来的生活、享受着亲人的呵护。

然而，命运却并没有给王佳蕊
这样的机会。无论寒冬酷暑、风霜
雨雪，她都和工友们奔走在建筑工
地上。

从晨曦微露到日暮西沉，衣服上
满是汗水和泥水，这个女孩依旧笑脸
纯真。

“搬砖、和泥、清理建筑垃圾
……什么活儿都干，就想多赚些
钱。”王佳蕊语气轻松地向记者讲述
起自己的日常，显得十分坦然。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王佳蕊亦
如多年来的每一天，在工地上挥汗如
雨地忙个不停，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下力气，像个“半大的小子”一样。

每天，素颜朝天的王佳蕊穿梭在
漫天灰尘的工地，铆足了劲儿，将一
推车混凝土运走卸掉后，立刻再回来
装第二车，熟练地挥锹让她节省了时
间。小推车不大，装满了也有300多
斤，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说不轻巧，汗
水混合着尘土，在她晒成小麦色的清
秀脸庞上印出成长的痕迹。

王佳蕊一大早四五点就出门，晚
上7点多才回家，一直在工地忙个不
停，中午吃饭的时间都非常紧张，这
样干一天，能挣到大约200元。一年
下来，王佳蕊能收入6万元左右。

而这一年的血汗钱，刚好勉强能
维持她母亲的医药开销。

“再难也不能放弃希望”

一个风华正茂青春靓丽的女孩
儿，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和拼命？

对此，工地上的工友们刚开始很
不理解。如果不是大家休息之余唠唠
家常，没人能想到，工友眼中这个

“不矫情、不抱怨，总是乐呵呵”的
姑娘，奋力工作的背后，却有着别样
的坚强和心酸。

王佳蕊出生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卢
龙县印庄乡相公庄村，父亲去世得
早，在她10岁时母亲被检查出肝硬
化，身体每况愈下，3年前又因脑血
栓瘫痪在床。

一家人的重担，一下子落在王佳
蕊弱小的肩膀上。重病的妈妈和年幼
的弟弟是她最大的牵挂与动力。16
岁就出来打工的她，不敢生病，不敢
偷懒，拼尽全力，为家人争取生活的
希望。

自从以一己之力坚强地撑起整个
家，每天四处奔波、早出晚归成为王
佳蕊生活的日常。面对摆在眼前的一
道道坎儿，乐观、积极、勤劳在这个
女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王佳蕊告诉记者，她学历不够，
又缺少技能，只能选择到建筑工地上
干活。

这份工作并不稳定，一个工地完
工后得紧接着找下一个。

在工地上，王佳蕊不及其他工友
的体型和力量，但非凡的意志和坚强
不屈的吃苦精神却一点儿也不差。夏
日高温，烈日灼灼，工作10分钟就已
满头大汗，王佳蕊总是擦擦汗、咬咬
牙，再继续干活……当她柔弱的身影
行走在钢筋水泥的建筑工地上，总是
让工友们心疼之余赞不绝口。

“这孩子肯学肯干，考了驾照，
还经常开着面包车拉货，帮村里的闲
散劳动力找活儿。尽管生活这么艰
难，她却从来不抱怨，总是乐呵呵
的。”工友们说。

下工后，其他人都会放下手里的
活计，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短暂休息
一下，或是商量着到哪里改善一下伙

食，可王佳蕊心里惦念着生病卧床的
妈妈，总是心急火燎地往家里赶，给
妈妈做一餐饭、喂她喝一口水。

就像《山海情》中的“水花”一
样，王佳蕊勤奋肯干。她一直坚信，
只要努力去做，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再累再难，也不能放弃对未来和生
活的希望。”她笑着对记者说。

“能挽救他人，是最开心的事”

这个平日里拼尽全力、坚强得让
人心疼的女孩，心里还装着一份触动
人心的大爱：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帮
助他人重获新生。

2020年11月，王佳蕊加入中华
骨髓库，成为一名捐献造血干细胞志
愿者。

今年4月，秦皇岛市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打来电话，通知她初配成功。

“自从成为志愿者的那一天开
始，就一直期盼着这一天。”王佳蕊
说，5月 24日正午时分，卢龙县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在车内为其完成了血
样采集。两个多月后，她第一次来到
省会城市石家庄。

虽然只有短短5天时间，却是她
多年来最放松的一段日子。

4个多小时的采集过程中，躺在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的病床上，这
个“打针怕疼”的姑娘有些紧张，不
时看一眼被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一点点
撑起的采集袋，想到这些生命的“种
子”将为一条同样年轻的生命带去希
望，她温和的目光中不禁流露出期盼
与憧憬的光芒。“能挽救他人，是我
这些年最开心的一件事。”王佳蕊说。

那一天，王佳蕊的青春年华再次
添上了令人敬佩的一笔——完成249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的采集，成为
中华骨髓库第13596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

从石家庄返程后的第二天，王佳
蕊舍不得休息，又返回工地忙活起
来，她努力干满勤、拿满日薪，把赚
来的每一分钱都积攒下来。辛苦不言
而喻，但坚强善良的她始终坦然面
对、勇敢前行。

“21岁不正是奋力拼搏要吃苦的
年纪吗？就算再苦再难，我也会坚持
下去，加倍努力让这个家好起来。”
眼下正值秋收，加上母亲的病情又有
所加重，还有正在读初中的弟弟，王
佳蕊更加忙得停不下脚，但她依然从
不抱怨、从不逃避，用勤劳和汗水打
拼着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今年7月，王佳蕊获得了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公益平台颁发的正能量
特别奖及两万元奖金。颁奖词中这样
说道：“不敢生病，不敢松懈，花样
年华……寒冬酷暑奔走在建筑工地的
她，吃尽了同龄人不能吃的苦，心里
留下的却是超越许多人的爱。”

的确，在最美好的青春韶华，纵
然面对生活带来的诸多考验，王佳蕊
始终笑着直面以对，快乐地努力成
长，明明自己过得也很难，却依然不
吝于对别人伸出援手。

这个了不起的女孩，值得被更多
人看到；这份生命的刚强，值得所有
人为她鼓掌。

历经苦难，她依然选择奋进与善良
——来自一位“00后”工地女孩的故事

本报记者 赵莹莹

本报讯（记者 舒迪）记者从中华
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简称“思源工
程”）获悉，该基金会和民建河南省委
会日前在郑州举办“思源·云图书馆”
捐赠仪式，向河南省捐赠8666所“云
图书馆”，促进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和教
育事业均衡发展，助力建设书香河南。

民建中央原主席、“思源工程”理
事长陈昌智在仪式上指出，在我国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
际，社会各界可将书香社会建设与教育
助学工作、乡村文化振兴有效融合，加
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拓展全民阅
读覆盖人群和媒介平台，举办主题阅读
活动，优化阅读体验，不断提升人民思
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河南省委会主
委梁留科表示，多年来，“思源工程”
与民建河南省委会携手并肩、通力合
作，在应急救灾、教育助学、医疗卫生
等领域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慈善公益
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

“思源工程”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

晓林介绍说，“思源工程”已向河南省
捐赠善款和物资累计价值 3.97 亿元。
同时，通过中国电商乡村振兴联盟，帮
助对接销售农产品4.84亿元，帮扶了5
万户农民。本次捐赠交付的 8666 所

“思源·云图书馆”，将进一步助力河南
省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据了解，“思源·云图书馆”的阅
读书目主要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和
旅游部要求的中小学生阅读书目为指
导，以数字图书、绘本、音视频等为主
要形式，设有动漫馆、绘本馆、名家
馆、图书馆、必读馆、期刊馆六大板
块。每所“思源·云图书馆”从拥有数
字版权的30万部数字图书、绘本、音
视频中配备约3万册适读书目，通过受
助单位的微信公众平台“云图书馆”入
口或H5“云图书馆”端口访问，可在
班班通教学设备、电脑设备、移动终端
使用。

截至目前，“思源工程”已向全国
多地捐赠“思源·云图书馆”共计1.4
万余所。

“思源工程”联合民建河南省委会——

向河南捐赠8666所“思源·云图书馆”

9月 22日，“劳动者最美——‘为人民而作’大型系列写生
活动”第五站走进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汇爱大厦，为在那
里挥洒汗水的职康站站长、护理员、公益机构负责人等残疾人工
作者创作画像。残疾人工作者作为一个为残障人士提供服务的群
体，默默无闻地付出是他们的工作常态。此次写生活动让更多人
深入了解了这一群体，同时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残疾人工作者不
断奋进、砥砺前行。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为基层残疾人工作者画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贾宁贾宁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