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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小凤雅事件： 爱心为何走向了“双输”

编者按：
培根说：“同情是一切道德中最高的美德。”因为同情，我们看到众筹平台汇集微小爱心而
成涓涓细流，给求助家庭送去一份暖意，希望存良善于江湖，救生命于危急。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从“罗尔事件”到“同一天生日”募捐，从河北“爱心妈妈”
李利娟涉黑到河南“小凤雅事件”的纠纷。我们无意冒犯已逝的生命，也不愿妄加揣测难得
的爱心与善举，但每一次舆论发酵的背后，都应当多一点理智，慢一点走，等等事实的真相。

读此文，关注并思考当前我国慈善现状与问题，培养理性思维、发散思维。

小凤雅事件：爱心为何走向了“双输”

①最近，河南太康的“小凤雅”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从涉
嫌诈捐、消极治疗到事后回应、澄清质疑，一再反转的剧情让
公众的情绪跌宕起伏。尽管 3岁的小凤雅已经不治离世，事件
的真相也逐渐清晰，但这场舆论风波却值得深思。今天，我们
就来聊聊这件事。

②当不幸降临时，通过网络募捐平台向社会求助，是很多无力
承担治疗费用家庭的无奈选择。可以说，将点滴爱心汇成暖流，
正是公益事业的价值体现。然而，一个面对未知病症全然无措
的母亲，一群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爱心人士，两者之间的误解
让一个正常的爱心事件在不断地传播中，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风
波。

③爱，可以创造奇迹，这是很多人的慈善信条。在一些爱心人
士看来，没有创造挽救小凤雅的生命奇迹，归咎于其家人的“消
极治疗”。多次“放弃”治疗的做法，加上善款筹集和使用的
不透明性，理所当然会引发众多网友质疑，甚至指责家长重男
轻女挪用善款治疗凤雅弟弟的唇腭裂。但在小凤雅的妈妈眼中，
爱心志愿者的到访，不仅没有缓解孩子的病痛，反而带来了巨
大的压力，甚至失去了对志愿者的信任。而凤雅弟弟的治疗费，
也是来自另一个基金。一家人在舆论的声讨中委屈万分，甚至
后悔选择求助。大相径庭的观念，让双方对小凤雅的爱化作了
不同的选择，由此产生了治疗上的分歧、情感上的撕裂。

④慈善的热度，往往代表一个社会的温度。然而，温度的传递 ❹舆论风波触发的思考一：慈善
如何做到“雪中送炭”。以比喻
的方式，深入浅出，形象易懂。

❷过渡段：承上，交代导致风
波的原因；启下，开启下文对
误解的具体描绘。

标题揭示问题，“双输”一词，
沉重的让人扪心反思。

❸承上，对导致风波的“误解”
做具体分析。

❶概述近期小凤雅事件的一再
反转，引出话题，触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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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需要信任的导体。一旦缺乏互信，再大的善意也会在误会中
渐渐冷却。一方面，“善心不可欺”，不让爱心搁浅，更不能
让爱心折翼，是出于保护爱心供给侧的应有之举。但另一方面，
慈善是一座桥，桥的另一端是需求侧各种复杂的现实状况。纵
然爱如潮水，如果缺少信任的基石，也会冲垮沟通的桥梁。公
益事业并不能“钱到病除”，反而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关怀才能
抵达人心。正如有人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
黑夜。如何让这股火焰“雪中送炭”，而不是彼此炙烤，考验
着慈善事业和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们。

⑤近年来，从罗尔事件到“同一天生日”募捐，从“爱心妈妈”
涉黑到“小凤雅”事件的纠纷，网络慈善领域的话题频发，透
支了不少人的爱心，也由此产生了公益被人操纵、善款被人挪
用的担心。对小凤雅家人的质疑，某种程度上也是避免爱心落
空的无奈之策。但是，在舆论发酵过程中，善意比快意更珍贵，
追问事实比追问善款更重要。应该说，呼吁关注的志愿者不一
定是天使，照顾女儿的母亲也绝不是恶魔，他们都是为了挽救
濒危生命竭心尽力的普通人。爱心无罪，但慈善有规。要弥合
两者之间的信任裂痕，将不同方式的爱拧成一股，就必须进一
步加强完善网络募捐的信息公开制度，明确网络募捐的责任归
属，树立社会对慈善事业的整体信任，如此才能让每一份感动
都有处安放，每一份爱心都落地有声。

⑥但“小凤雅”事件暴露的问题不止于慈善，还有更深层的发
展需求。在小凤雅去世的卫生院病房楼上，悬挂着一条横幅，
上面写着：“健康扶贫让贫困群众告别疾病”。据统计，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尚有近 3000 万贫困人口未脱贫，其中因病致贫
返贫家庭占比 40%左右。对疾病缺乏认识、承担不起治疗费用
是一些农村贫困家庭的共同困境。在医学上，消除小凤雅的病
痛不易；从发展上，提升农村的医疗保障水平更难。从更长远
来看，唯有完善大病保险政策，加大医疗救助力度，才能让更
多与小凤雅家有同样遭遇的父母不用求助网络，而是按照既定
程序得到最好的治疗和救助。

⑦这正是：纵有爱意，不能肆意。齐心协力，无怨无悔。

来源：2018 年 05 月 28 日 人民日报 作者：盛玉雷

❺承上上文的思考，提出解决之
法：慈善有规。理性思考。

❻舆论风波触发的思考二：提升
农村医疗保障水平，完善大病保
险措施。把统计的具体数据呈现
出来，直观有力。发散思维、深
入思考。

❼总结文本，提出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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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警语】

善意比快意更珍贵，追问事实比追问善款更重要。呼吁关注的志愿者不一定是天使，照顾女
儿的母亲也绝不是恶魔，他们都是为了挽救濒危生命竭心尽力的普通人。爱心无罪，但慈善
有规。要弥合两者之间的信任裂痕，将不同方式的爱拧成一股，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完善网络
募捐的信息公开制度，明确网络募捐的责任归属，树立社会对慈善事业的整体信任，如此才
能让每一份感动都有处安放，每一份爱心都落地有声。

【思维串联】

【相关链接】

罗尔事件，以法治安放好爱心

“罗尔事件”酿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信任危机。从为患白血病的小朋友转发、打赏，到质疑
其父罗尔有能力自救、此事为营销行为，一天之内，公众情绪坐了次过山车。1日，事情有
了个初步的结果。经几方商议：微信平台将在 3天内，将总计 2626919.78 元的微信用户赠予
款原路退回至用户零钱包。

这不是爱心的第一次折翼：去年 8月，南京一个家庭有房有车，患儿获 600 万捐款但后续善
款没有妥善处理，其父遭网友联名报案诈捐。“罗尔事件”虽暂告段落，相同的剧情却或许
还会上演，摆在人们面前的还是那道关于慈善的新考题：完全陌生人化的网络空间，如何安
放好公众的爱心?

需要肯定的是，网络自媒体平台上的慈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公众的“公共精神”.
传统意义上，慈善救助往往被认为是“政府与企业家的事”,今天，新媒体的低成本让很多
普通人迈开脚步，去践行公共精神，去兑现“一元钱也是爱”.说到底，被“你给我站住”
的标题打动、为孩子天真无邪的笑脸流泪，并不是丢人的事儿。

然而，在自媒体平台极大地降低了求助成本之时，信息的筛选、甄别成本却也相应提高。现
实中，网上求助的不实信息，确实也不在少数。更何况，还有一些企业、机构和个人，以博
取眼泪的方式来进行推广、宣传，被人直斥为“带血的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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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正需要让制度更好地为慈善护航。今年 9月 1 日，中国首部慈善法开始施
行。然而，法律总是有滞后性，飞速发展的技术、快速变化的社会，总会出现法律调整不到
的盲区。恰如慈善法专家指出的，帮助罗尔营销的某公司可能因为“非法募捐”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但罗尔通过个人公号“卖文”打赏属于个人求助而非募捐，不受慈善法的调整。那
么，个人求助和慈善募捐，应该如何界定?通过网络求助的行为，应该如何规范?公募主体、
公募行为，又应该如何与信息社会对接?

试想，若是求助信息发出之时，不仅包括疾病的严重、支出的庞大，而且也说明求助者确实
无力负担，或许比单纯的煽情，更让人能作出合理的判断。而个人求助之后，所筹集到的资
金如何使用、信息如何公开，同样可以有具体的规定。问题出现之处，也正是可以改进之处。
民政部门若能及时介入，把罗尔事件做成经典案例，无疑是对公众爱心、民间慈善“可持续
发展”的保护。而社交平台的募捐规范、信息审核，同样可以以此为契机，进行建章立制、
调整改善的工作。

爱心是容不得亵渎的。不管是不实的信息，还是有意的隐瞒，都可能让公众的爱心受挫。这
损害的不仅仅是面对他人的苦难慷慨解囊者，更是那些未来可能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从这个
角度上说，法治的规范和调整，并非人为增加门槛，而是对于爱心最好的呵护。

在公共生活中，涵养信心和信任;在法治生活中，完善规则与制度。唯有这样，才不会让公
众的爱心，在一次次的“狼来了”中被消磨。

来源：2016-12-02 人民时评 作者：何鼎鼎

编者：王雷
优秀青年教师
高三把关老师

白杨:
河 南 省名 师

多年高三把关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曲朝延：
高级教师
省级名师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
[我的] - [课件下载]栏目

下载大量作文资料，每天更新之


	【时文选粹】小凤雅事件： 爱心为何走向了“双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