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给好友浇树就可以获得一张福卡，
春节期间，支付宝的积福活动让“蚂蚁森林”
收获了一片绿色，蚂蚁金服在阿拉善种下 70
多万棵梭梭树也在朋友圈、今日头条等平台
刷了一把存在感。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
研究发现，“蚂蚁森林”的走红不是偶然：随着

“80 后”“90 后”进入社会主流，体验性强、方
便快捷的公益项目逐渐兴起，在传统公益之
外开辟出属于年轻人的半壁江山。

“80 后”“90 后”占主流

2016 年是我国公益事业值得书写的一
年，《慈善法》出台、罗尔事件争议、公安部儿
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等事件，让公
益、捐助、慈善等字眼成为年度热词。仅在今
日头条平台上，去年就出现了 37.1 万条公益
文章，总阅读量达到 9.02亿。

在蚂蚁金服的公益平台上，爱心用户也
连续 4年高增长，特别是捐款两次及以上的用
户 在 2016 年 达 到 47% ，而 2015 年 还 只 有
40%。也就是说，近半用户的捐赠行为不再
是随机接触募捐项目后的怦然心动，而是相
对持续的关注和付出。

引 起 改 变 的 主 要 力 量 是“80 后 ”“90
后”。蚂蚁金服发布的支付宝爱心捐赠平台
2016 数据显示，去年一年平台捐款的 45%来
自“80 后”，26%来自“90 后”，他们是善款的
主要来源。

有意思的是，在捐献人数上却是“90 后”
占 据 半 壁 江 山 ，高 达 48% ，超 过“80 后 ”的
35%，更把“70 后”的 9%远远甩在身后。今日
头条上的数据显示出同样的趋势，在最关注
公益资讯的人群中，18 岁至 30 岁的读者占
65%，其中绝大多数是“90后”。

“‘90 后’目前可能没有‘70 后’‘80 后’财
力雄厚，但他们代表着未来。”邓国胜告诉记
者，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出两个趋势，“一是随
着‘90 后’的长大，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
注公益或者捐款。同时，玩着手机长大的这
代人正在将网络募捐塑造成未来公益筹款的
趋势和大方向，公益机构要抓住这个未来，不
能只看当下，要长远布局”。

不爱悲情牌 喜欢体验式

在蚂蚁金服发布的 2016 捐赠排行榜上，
壹基金儿童月捐项目折桂。壹基金副秘书长

沈旻却告诉记者，“80 后”“90 后”的捐赠行为
是基于手机、基于移动互联网发生的，“技术
让年轻人方便加入公益，但他们同时也是非
常容易失去的人群”。

如何把年轻人对公益的关注，转化为忠
实的支持，从而留住他们？沈旻认为，必须先
了解未来公益组织面临的群体，了解这些有
爱心的年轻人。

为了做到这一点，今年春节前，沈旻和她
的团队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一场“计算大
战”中。“提炼数据很不容易，团队几乎被我搞
崩溃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扮演人工智能的
角色。”沈旻坦言，即便是如此初阶的数据工
作，对大部分公益机构来说，依然无法实现。

拿到蚂蚁金服和今日头条发布的 2016
网络公益数据后，沈旻的信心又多了几分。
大数据、云计算分析得出的捐款人画像、捐款
趋势，能帮助公益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发”年
轻人的爱心。

“现在做公益的方式更加多元化，用户并
不是针对某一个项目去捐款，而是更青睐各
种持续的、有参与感的捐赠方式。”邓国胜分
析说，“90 后”喜欢体验感强的项目，那些打悲
情牌吸引捐赠的项目可能很难吸引他们。

了解自己的“工作”对象有何特征，有助
于公益组织有的放矢地策划公益项目。这一
点，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颜志涛深有
体会。“扶贫基金会从几年前就开始关注和深
挖民政部发布的国民捐赠数据，结果发现这
几年企业捐赠增速放缓，反倒是个人小额捐
赠猛增，两三年时间里，从 20 亿元增长到 45
亿元。”颜志涛表示，以此为依据，原本以企业
捐款为主要来源的扶贫基金会迅速调整。

“2016年，我们的捐款总额中有五分之二
来自个人。”颜志涛高度认可大数据的帮助，

“外界可能没有感知，但筹款对象的调整对我
们来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战略选择”。

公开才有公信力

在清华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韩
亦顺看来，大数据和大计算除了提供“客户画
像”和“管理建议”外，还能帮助公益行业重塑信
任感。这正是慈善捐助亟待解决的最大痛点。

长期以来，公益捐赠的不透明、诈捐、骗
捐备受质疑，已经极大阻碍了民众献爱心的
积极性。而公益组织传统的管理模式又很难
满足现代人对透明公开日益高涨的需求。还
有一些新出现的募捐形式，监管力量还来不
及注意到，就已经爆发。去年罗尔事件之所

以发生，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微信打赏并不是
民政部认可的 13 家公益募捐平台，缺乏必要
的监督审核。

韩亦顺表示，在此背景下，“依托互联网
优势的一定程度上的公益数据开放，有助于
形成公益领域的公信力”。

蚂蚁金服曾经做过调查，用户之所以在蚂
蚁金服公益平台捐赠，主要是因为信赖支付宝
的品牌、捐赠金额不大且代扣很方便、平台合
作机构可信赖、支付流程简单、互动性强、项目
种类丰富等，七大因素中有 4 个都与信任相
关。而用户在选择为哪个项目捐款时，“项目
公开透明的程度”也是最重要的参考因素之
一。因此，蚂蚁金服公益平台一直在利用互联
网技术，推动公益项目的透明公开。

在他们的官网上，任何一个项目都有全
套资料供查询。以去年 10 月完成募捐的救
助白血病孩子杨威为例，北京新阳光慈善基
金会贴出了孩子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确诊
信息，并附有低保证和家庭情况的详细介绍，
杨威在医院治疗的照片、孩子的个人喜好、新
阳光慈善基金会的全部信息也一并公开。

这条筹款信息打动了 16988 名网友，最
终筹款超过 15 万元。2016 年 10 月 11 日 10
时 15分，善款拨付的同时，北京新阳光慈善基
金会就在网上挂出了拨款信息，并介绍了杨
威的治疗进展情况。此后的 10 多次善款拨
付情况也实时在网上公布，介绍了杨威在医
院做第七次化疗的情况。

看着这样精确及时的反馈，捐赠者心里
想必会更踏实些。据了解，去年底支付宝还
上线了最新的区块链公益项目，用无法篡改
的“在线账本”保证了公益资金的高度安全。

不只是支付宝，现在几乎所有的公益项目
都力求依托互联网，打开天窗做慈善，通过客
户端的 card 推送、App 的定期公开告知、官网
同步公开以及公益组织的博客告知等等，向爱
心人士交代每一分钱的去处。在新浪的扬帆
计划官网上，能看到网友捐赠的每一本书、受
捐的每一所学校，连校长的联系电话也是公开
的。随着互联网一代的成熟，方便快捷的网络
募捐不仅会成为公益的主要形式，也会成为我
国慈善事业公开透明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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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

说了一段话让我深有感触。他说：“我

想让我的每一部作品，都能成为给孩子

打精神底子的书。首先要有正当的道

义感，第二要有自始至终的审美价值，

第三要在字里行间流动悲悯情怀，这三

个维度就是我所说的精神底子。”

这不是曹文轩第一次论述“给孩

子打好精神底子”，在多种场合他都曾

抛出这个理念。他主张儿童应该阅读

一些大善、大美、大智慧的、用来给精

神打底子的书。正因如此，他在《草房

子》《青铜葵花》等作品里，写主人公与

噩运、与天灾人祸抗争⋯⋯那些主人

公顽强地与命运抗争，让曹文轩的作

品不仅有“血肉”，而且有“骨头”。正

如他自己所说，“我写苦难没让一个孩

子悲观失望、心灰意冷，他们只会在感

动中变得昂扬”。

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最初是白

纸一张，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当从小抓起。就像那个“扣

扣子”的比喻：人生的“扣子”要从一开

始就要扣好，否则一粒出错粒粒皆

错。少年儿童时期也常被比喻为“打

底色时期”，是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

故而，所有儿童文艺创作者都应该具

有自律精神和社会担当，给少年儿童

提供优良的精神养分，让他们在潜移

默化中接受正能量的熏陶。

给孩子打好精神底子的文艺作

品，应具有社会道义、审美价值、悲悯

情怀。此三个元素是曹文轩作品的重

要元素，也是其作品有口皆碑的原

因。道义即道德和正义，是做人的约

束、规范、规矩，用来维系和调整人与

人的关系。儿童文艺作品充满道义

感，孩子们长期读之则更容易培养道

义精神，远比强硬说教更有用。而审

美价值则是人们看待万事万物的价值

取向，阅读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能让

孩子们向真向美向善。带有悲悯情怀

的作品，则能让孩子们怜惜弱小、体恤

无助，练就人性中最温暖的东西。

要创作出给孩子打好精神底子的

文艺作品，需要创作者长期坚守文艺

良心。现在的童书市场有个很不好的

格局，类型单一，多为奇幻作品，令人

忧虑。一些儿童文艺创作者只是将文

艺创作当成赚钱工具，抱着急功近利

的浮躁心态，什么赚钱写什么，什么流

行写什么，以庸俗、低俗、媚俗之作误

导乃至于伤害当今小读者。这是坚决

要摒弃的。文学作品应该以“引路人”

的姿态和情怀，写出有筋骨、有道德、

有温度的精品力作，尤其是那些写给

孩子们的作品。

给孩子打好

“精神底子”
何勇海

春天不是读书天。孔老夫子说过，

春天嘛，应该携上三五好友出门踏青，再

一起泡个澡，喝酒吟诗、伸伸懒腰、做做

白日梦，快乐地荒废一个美丽的日子。

既然春天不适合读书，干吗还要喋

喋不休？

书这个东西如世上任何一种事物，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判角度。喜爱崇

敬者，视书如宝贝，书房比闺房更神圣

不可侵犯；厌恶轻视者，视书为鸡肋，把

家 里 所 有 的 书 都 当 废 品 处 理 也 无 所

谓。读书者固然自命清高，但世上确实

也有不爱读书之人。读书只是习惯和

兴趣而已，不要等同于教育或者教养，

不能用是否爱读书来评价一个人的好

坏高低。不要上纲上线，也不该党同伐

异。说实话，都是血肉之躯，谁也不比

谁高多少。

喜欢逛旧书店，曾经为这种模仿文

化人的行为偷偷窃喜，其实也就是一种

自我催眠。很多次买到了有作者签名甚

至题字的旧书，“XX 老师惠存”，粗略地

翻翻，不免为一腔热情的作者感到遗

憾。不一定是老师就一定是爱书的，即

使是爱书，也不一定能看得上你的书。

一切事物总得有个归宿，对于一本书的

命运来说，是尘封角落慢慢落灰，永远无

人问津，还是贱卖废品收购站，回收再利

用，打成新纸服务人类更为悲惨？或者

说，更有价值？

文如其人？见字如面？中国人看重

文字，也往往容易把文字背后的人幻想

化甚至理想化。要知道在这世界上，没

有比文字更会伪装和说谎的东西了。粉

红色的少女文学，青涩的校园故事，它的

作者可能是爱吃大蒜、大腹便便的抠脚

大叔，为了谋生一晚上五篇大作就能诞

生；刀光剑影的武侠小说，惊险刺激的探

险故事，作者可能是个高度近视，体育从

没及格的宅男小哥。“XX 秘籍究竟流落

何方？请听下回分解”，然后接着吃自己

的外卖盒饭。如果规定，所有作家的作

品都得百分之百契合自己的真实经历与

实在想法，相信我，这世界上能看的书会

少之又少。

所以书里的想象力、好奇心、白日

梦，是个理想国。当然，还有你写不出的

诗和到不了的远方。书能做的，只是让

你心中风驰电掣的火车在一个乡间小站

莫名其妙地停留一会。乘客们都在熟

睡，没什么人要下车。你裹裹大衣、在荒

野的黑暗里点根烟，抬头一看居然漫天

星斗，你突然笑了。

书，可以作为敲门砖，可以当挡箭

牌，可以打发时光，可以传情达意。你若

喜欢，也可以拿来当枕头，垫在脚下摘树

上的果子，打仗时搬去街上当街垒，或者

夏天用来打蚊子。我说的只是比喻，真

正的读书人肯定不高兴了，他们不会这

么干。总之，你可以借助书变成一个庸

庸且实用的家伙，或者一个有趣但无用

的家伙。书在你手，看不看，看多少，怎

么看，就和它没关系了。

读书吧，那些在长长的人生旅途中

变得面目模糊的人们，尽管这可能不会

改变任何东西。你要知道它没有权力，

也没有能力给你任何快乐或忧伤。它默

默无言，你与它见面时，最好也变得寂静

无声。“人生就是两段无尽黑暗中的短暂

光明”。而每本书都在想，但愿你的光明

路上，有我曾伴你前行。

每本书都在想，但愿你

的光明路上，有我曾伴你前

行。

光明路上

有你同行
郭 凯

春到罗平，沉寂的田野明丽起来、喧闹起来。在滇、桂、黔三省区交界处

的这方土地上，数十万亩油菜花竞相怒放、流金溢彩，开出了金灿灿的花的

海洋。

勤劳的放蜂人赶了过来，灵敏的摄影人赶了过来，四面八方追逐温暖和

美丽的旅行者赶了过来。罗平坝子上，流动着的色彩鲜艳的衣裳，与黛青的

峰丛、金黄的菜花一起，构成了中国早春的一个经典画面。 徐渭明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