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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一：婉拒“裸捐”，示范慈善价值

一、热点概述

日前，杭州萧山发生了一桩足以让人暖心的故事：这一天，瓜沥镇镇政府来了一位特殊客人，他戴

着口罩，手拿一个黑色塑料袋，径直走进镇疫情防控办，将手中的塑料袋交给了工作人员，便转身离开。

工作人员忙查看，发现里面装着一沓现金，有近 13 万元钱。在获知这位男子一家 7 口全靠收废旧物资

维持生计之后，镇、村干部婉拒了他的 12 万元捐赠，只接受了 9273.4 元捐赠。

在疫情发生之后，各界人士踊跃捐款捐物，爱心涌流，但其中也有一些本来自身就属于困难群体的

爱心人士进行“裸捐”的情况，这引发了舆论广泛争议。要营造奉献爱心的良好社会氛围，但对社会爱

心也不能“照单全收”，不能因为接受捐赠而让捐赠者陷入生存困境，这就将与公益慈善的目的背道而

驰。

二、专业点评

1.新华网：

当地退回男子的大部分捐款，既是面对爱心捐款的“正确打开方式”，也是一次“教科书式操作”，

具有示范价值。从接受捐赠的机构到爱心人士，在对待慈善捐助时，都要能理性处理，正确对待。要认

识到，一味呼吁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而罔顾捐助方的实际情况，只会起到过犹不及的反作用，会让公

益慈善渐渐变味，失去“人之常情”的“血与肉”，也会让慈善活动越来越假，越来越不正常，最终可

能会偏离公益正轨。

2.搜狐网：

其实慈善事业是一份伟大的事业，爱心不是以捐献物资数额绝对数的多少衡量，也不是以占身家财

产比例的多少来衡量，而是根据本身的行动和内心态度来衡量。公众参与慈善的精神显然是好的，捐献

的目的也是好的，但是应当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的现状适度捐献，绝对不能以牺牲和降低自

己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更不能因为帮助了他人而让自己沦为需要被帮助的人，如此实际上是给社会帮倒

忙，得不偿失。

3.人民网评：

事实上，弱者、贫困者献爱心的通道是敞开的：勿以钱多钱少论慈善等理念，也是社会共识。但贫

困者“倾家荡产”式捐赠之所以不被接受，是因为，作为七口家庭之主，家庭生计也是一种责任。为抗

疫“裸捐”，其心可赞，但令其“倾家荡产”，也是社会不愿看到的情况。因此，在此次婉拒“倾家荡

产”式捐赠之后，也期待有更多基层机构本着人本化和平衡原则，能以更大的善意对待“弱者裸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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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题方向

（一）综合分析

1.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连日来，不少地方都出现了诸如“拾荒老人将毕生积蓄

捐助肺炎患者”“10 岁儿童走进医院放下所有压岁钱”等新闻。面对这一情况现象，不少地方选择“婉

拒”。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综合分析社会现象（两面）——答题结构【点题/表态-积极-消极-对策-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表态：

方法 1（阐述背景式入题）

当前，举国上下正勠力同心打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从企业单位到个人，每个人都在从行动上

支援这场无声的“战疫”，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社会上涌现出许多诸如“拾荒老人捐出毕生积蓄”这样

的事情。在感动的同时，也令我们对“慈善”有了更新的看法。

方法 2（名言警句式入题）

《论语》中言：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疫情期间发生了一

件又一件感动人心的事情。“拾荒老人将毕生积蓄捐助肺炎患者”的新闻令人感动，也令人心酸。我想

我们应当要正确对待这样的捐助，顾及一线抗疫人员的同时，也应当做好其他弱势群体的保障工作。

方法 3（对比法入题）

早在汶川地震时，部分慈善机构就有出现过“诈捐”“欺捐”等现象。人们开始质疑慈善的合理性、

合法性，也对自身捐赠善款的使用方式是否安全打上问号。而在今年爆发的新冠肺炎中我们看到，一位

位平凡而普通的群众挺身而出，愿意捐赠自身“所有积蓄”。其实，善意从来都根植在每个人心里，它

承载着人们的大爱，也让我们看到了人间的温暖。

第二步——积极意义：

层面分析法

1.对于疫区病者：善款的捐助能为一线抗疫尽有效之力；

2.对于其他群众：彰显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传播正能量的同时也能带动他人行善；

3.对于慈善事业：能让公众看到“慈善”事业的进步。

第三步——不足问题：

层面分析法

1.捐款个人：捐出“毕生积蓄”难免会使捐款者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

2.舆论方面：对于是否应该接受底层群众的大额捐款，难免引发争议。

3.社会层面：应当也要关注底层群众的生活状况，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视情况捐款。

第四步——提出建议：

1.群众个体有爱心值得点赞，但在捐款方面也应当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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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慈善部门、组织捐款的团体或是政府工作人员在接受到这样的善款时也要先分析判断，不能一味

照单全收。要视情况而定，必要时也应当拒绝此类捐款并进行劝解。

3.政府部门要监督慈善机构规范民间捐赠的做法，必要时也可出台相应文件，使民间捐赠行为更合

理、规范。同时也应当关注底层困难群体，确保他们的生活有所保障。

第五步——结尾总结：

方法 1（总结式结尾）

从接受捐赠的机构到爱心人士，在对待慈善捐助时，都要能理性处理，正确对待。要认识到，一味

呼吁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而罔顾捐助方的实际情况，只会起到过犹不及的反作用，会让公益慈善渐渐

变味。我们希望看到社会上“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而慈善捐助，也并不是以捐款多少为唯一标准。只

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善事，就是一种大爱。

方法 2（名言警句式结尾）

“达则兼济天下”。慈善应当是一份伟大的事业，爱心不是单纯以捐献物资数额或占身家财产比例

来衡量，而是根据自身行动和内心态度来衡量。无论我们每个人捐助什么，捐献多少，都是心中的善和

爱。婉拒“裸捐”，既是面对爱心捐款的“正确打开方式”，也是一次具有示范价值的“教科书式操作”。

（二）计划组织

1.你单位要向武汉疫区发起一次捐款活动，领导让你安排组织，你会怎么做？

◎审题判断——计划组织题——答题结构【点题-前期准备-具体过程-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意义法点题

新冠疫情的发生牵动着祖国上下所有同胞们的心。我们为湖北地区以及所有感染肺炎的同胞感到痛

心，也为前线医护人员的大爱无疆奋勇逆行而感动。捐助善款虽然只是一点绵薄之力，但也希望能够帮

到有需要的同胞们。此次捐款活动我会从这几方面开展：

第二步——前期准备

1.制定详细的捐款活动方案。拟定活动具体时间、地点，所需物资等，交领导审批；

2.做好宣传通知工作。利用单位 OA 系统告知同事此项活动的目的及意义，鼓励大家参与；

3.场地及物资布置。在活动开展前一天整理场地，挂好横幅，准备好捐款箱、登记表等；

4.开通网上捐款渠道并提前测试，确保安全以及个人隐私。

第三步——具体过程

1.请领导讲话，阐明此项活动意义；

2.开展捐款活动，点清捐款并做好详细记录；

3.公示捐款总数、对接方，并做好后续捐款去向以及用处的追踪公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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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做好信息保密工作。

第四步——总结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新冠肺炎这样的特殊时期，付出一点帮助是理所应当的。希望我们所出的

一点绵薄之力能够给前方同胞们带去帮助，使他们度过难关。也希望此次肺炎疫情尽早结束，让大家都

能恢复正常有序、健康平安的生活。

（三）情景模拟

1.你正在社区办公室值班，社区里低保户张大爷过来，拿出几万元现金说请你帮忙捐给武汉疫区，

请现场模拟劝说张大爷。

◎审题判断——情景模拟题——答题结构【打招呼寒暄-以情劝解-以理化解-礼貌收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打招呼寒暄（表达谢意）

张大爷？您怎么来了？有段时间没见着您了，身体还好吗？您这是要捐款给武汉？您真是有心了。

非常谢谢您……

第二步——以情劝解

1.这么多钱都是您的养老钱、您的积蓄。您家里经济状况我们也是知道的，您和您老伴也上年纪了，

自己身体也要有保障才行……

2.家里孩子在外面打拼工作、晚辈上学也很辛苦很不容易，拿出这么多钱这么多积蓄，总得先和家

里人商量商量……

第三步——以理化解

1.武汉疫情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关注，社区里已经组织我们党员干部都带头捐款过了……

2.您如果想要献爱心，也用不着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您的心意大家都明白的，真要捐款，捐一小

部分也是爱心不是？

3.也要相信政府、相信国家，大家都在努力，一定能克服这场肺炎病情。

第四步——礼貌收尾

您这么有爱心，是我们年轻人的榜样。我也代表社区谢谢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了解您的心意一定

也非常感动，非常感谢您的。这段时间肺炎疫情严重，您呀还是要多待在家里，注意卫生安全。您身体

好、家里好比什么都重要。捐款的事儿您不用操心，有我们社区工作人员都会组织安排的。今天我先送

您回家吧，过几天忙完这阵儿我再上门去看望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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