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体与NGO有着不可分割的关

系，它们有着根本的共同之处。

NGO被视为是政府有效的“减压

阀”和“稳定器”，而媒体同样被视为

是公众情绪的“减压阀”和社会的“稳

定器”。

各种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NGO

组织及成员，在“志愿”的原动力下，阐

述了这个社会最基本的良知和道德，

并付诸了对人类未来的积极思考与行

动，而媒体则正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

守望者”，他们有着共同的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 对社会的命运负有同样特殊

的责任，成为社会的守望者。

湖南的NGO生存状况存在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有被人误解、有生存

尴尬、缺乏立法保护，同时NGO与政

府、企业的互动亦屡遭诟病。但不管

怎样，作为一股倡导和传承道德风尚

的力量，这个群体已为我们这个社会

所不可或缺，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公

民做义工，参加NGO组织推进社会进

步，已经成为最起码的道德要求。

作为社会公平与正义守望者的

媒体， 一方面应宣传和报道好NGO，

给他们一片广阔的空间，一些悉心的

呵护；另一方面，媒体同样应当高悬

“达摩克利斯” 之剑， 对各种各样的

NGO组织进行舆论监督， 去芜存菁，

帮助他们健康成长，而且后者甚至比

前者更为重要。 ■记者杨博智

目前，湖南省登记在册的社会
组织共有15218家，其中社会团体
10190家，民办非企业单位4940家，
88家基金会，登记数在全国排在第
十位，近年来，以每年10%的速度递
增，递增最快的是农村经济协会和
社区社会组织。

截至去年底，中国民促会已与
165个国外民间组织和国际多双边
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其中
已有19个国家或地区的82个国外民
间组织和国际多双边机构通过中国
民促会向我国共提供了4.32亿元人
民币的资金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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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社会不可或缺

我省社会组织达15218家

9月7日上午，湖南NGO媒

体沙龙汇聚了湖南有影响力的

媒体和NGO， 共同就“湖南

NGO生存现状”的话题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

NGO组织者应多研究媒介
“NGO的组织者应该更多

地研究媒介， 研究记者， 提升

NGO活动的宣传效果。” 会上，

长沙市小动物保护协会的石敬

军用一个“公益组织与媒体合

作策略”的PPT与大家分享了他

们协会在媒体投放、报道分类、

媒体策略方面的经验， 众多

NGO的组织者均称受益匪浅，

也引发大家热烈的探讨。

“我个人比较偏爱网络媒

体， 它有最迅捷的报道和基于

庞大数量网民的受众。”绿缘环

保协会的理事吴志昌表示。大

圣人义工团的负责人王青说，

他自己就是华声论坛的一个资

深网友， 网友叫“一个义工”，

“我的网名比我的真名还要有

名， 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华声

在线和华声论坛对我们一直以

来的支持。”

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队的

廖鸿冰则抓住机会推销他们自

己的QQ群号11826233，希望大

家能加入他们的队伍，为四川

理县灾区捐点书籍衣服。湖南

公益联盟的罗延卿也表示，他

通过网络平台组织了大量的

活动，也通过自己的网站把湖

南众多的公益组织汇聚到了

一起。

NGO与媒介可合作双赢
与会者纷纷表示NGO与媒

介可以达成合作共赢的关系，

更多的人认为作为新媒体的网

络媒体让NGO如虎添翼。

会上， 湖南省民政厅民间

组织管理局的常立宪副处长对

湖南民间组织现况作了介绍，

共青团长沙市委志愿者指导中

心的黄伟德主任则对长沙公益

组织的机遇及挑战作了梳理，

沙龙承办长沙市天心区爱弥尔

智障儿童康复中心的执行总干

事则与大家分享了民间机构如

何与政府构建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

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

全程参与并对湖南的民间组织

和湖南的媒体均给予了很高评

价， 本报及华声在线作为唯一

的媒体代表在会上做了《媒体

视角看NGO》的发言。

本报9月7日讯昨天， 在炎

陵县灵芝眼镜店里，“炎陵义工

社”唐睿、彭泽非、陈坚等人正在

电脑前仔细核算相关收据。 经初

步核算，本学期支出24050元，炎

陵县共有72个学生受到了资助，

上一学期，受到“鱼片”们资助的

人数是36人。

早在上学期末，“炎陵义工

社” 就通过学校收集一些可能需

要资助的学生名单， 然后派出几

位成员挨家挨户进行登门拜访，

确认是否应该进行资助。 这些助

学走访活动都做好相关详细记

录，在华声论坛等网站予以公布。

72人，长期性的资助，意味

着每个学期都至少要支出这么多

钱。记者问他们，还剩下多少钱？

能支撑下去吗？他们笑笑，稍加思

索一下，说大概还有四五万吧。也

许看出了记者的疑惑， 大个子彭

泽飞说，在“鱼片”精神的影响下，

现在的助学活动受到政府和网友

们的更大支持， 有更多的人捐款

捐物，加入到助学队伍中来，资金

周转目前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资

金比以前充足， 这学期他们还资

助了一位大学生。

炎陵县教育部门透露， 近几

年来， 在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帮助

下， 炎陵县还没有一个中小学生

因为贫困而辍学的。

■记者廖才文
通讯员唐勇斌张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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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号召全市向好人马桂秋学习
遇见车祸，她总是第一个去救人
书记市长查看“事故百慕大”，要求尽快消除隐患

《生命之梯通了，救人女英雄走了》后续

9月7日，湘潭县中
路铺镇柳桥村。炎炎烈
日下，几位村民挥汗如
雨，他们并不是在忙农
活，而是在自发清理村
道，以行动延续着“马
桂秋精神”，缅怀这位
逝去的女英雄。

1个月前，一辆中
巴车翻入该村107国道
旁的水田，54岁村妇马
桂秋冒雨扛来楼梯搭
救。就在十余名被困乘
客一一被救起时，马桂
秋却被随后驶来的一
台大货车撞倒，不幸遇
难（本报曾做过连续报
道）。

马桂秋离去后，当
地群众以不同方式表达
着对她的哀惋和敬意。
日前，湘潭市委书记彭
宪法深情号召全市人民
向马桂秋学习。如今，英
雄的事迹已广为传颂，
“马桂秋精神”正感召着
越来越多的人。

湘潭县中路铺镇柳桥村，
107国道穿境而过。马桂秋生前
就住在村头，她的家离国道只
有十来米。如今，这段路上依旧
车来车往，但1个月前那悲怆的
一幕，依旧难以从人们的心头
抹去。

8月6日上午9时10分许，大
雨绵绵，一辆满载啤酒的小货
车翻入马桂秋家附近公路一侧
的水田中。马桂秋正准备跳下
去救人，驾驶室内3人砸开玻璃
爬了出来。见对方伤势不重，马
桂秋忙将3人带到家里，舀来清
水给他们洗脸压惊。

没想到，20分钟后，就在距
小货车出事不到20米的地方，
又一辆从醴陵开往衡阳的19座
中巴车冲下近十米高的陡坡，
翻入同一侧的水田中。

此时，一些受伤较重的乘
客已从车中爬出。但由于水田
与公路的石坡又陡又高，他们
爬出车门后，只好站在侧翻的
车上待救，第二次危险随时可
能发生。

马桂秋见状，连忙从家中
扛来一架楼梯，手脚麻利地搭
在公路和中巴车之间，与其他
村民一道，将这些惊魂未定的
乘客一个个拉上坡来。

就在马桂秋等人全力救助
受伤乘客时，一辆牌照为鄂
D17117的重型货车从湘潭方向
驶来，见有急弯，司机赶紧刹
车。可天雨路滑，车子根本不听
使唤，歪歪斜斜地朝人群撞来。
正背对马路、一心救人的马桂
秋被一头撞倒在水田里，头部
和上半身被侧翻的货车死死压
住，永远离开了人世。

■记者刘晓波
通讯员李中华吴珊

马桂秋不幸遇难后， 熟悉她的亲

友乡邻无不伤心垂泪，当地干部群众

纷纷前往吊唁慰问。她被追授为湘潭

市、县“三八红旗手”，湘潭县见义勇为

先进个人。社会各界的绵绵关爱，温暖

了英雄家属的心。

9月4日上午，湘潭市召开学习马桂

秋先进事迹座谈会。马桂秋的丈夫、邻居

和当地干部满怀深情，追忆她生前的点

点滴滴。“遇到大小车祸发生， 她总是第

一个赶去救人”。“她是一位热心肠，更是

一位好邻居，从不与人争短长”。“丈夫身

患病不能干重活，她成了家中的主要劳

力，家务农活一肩挑”……

座谈会上， 中路铺镇负责人表示，

该镇已做好了一整套方案，以解决马桂

秋家属的生活困难。他还提议湘潭市有

关部门也能为马桂秋的家属提供帮助。

湘潭市妇联表示，已将马桂秋的长孙女

列入春蕾助学计划，一直资助其到高中

毕业；湘潭市团委表示，希望工程将资助

马桂秋的两个孙女上学。目前，湘潭市政

法委、湘潭市文明办、湘潭市妇联都在着

手为马桂秋申报省级荣誉。

英雄的事迹同样打动了湘潭市委

书记彭宪法。他在会上饱含深情地说：

“道德的光辉比阳光更灿烂……马桂

秋是一名道德模范，是湘潭的光荣，为

全市人民树立一个好榜样！” 他表示，

湘潭市委、市政府将做出决定，号召全

市人民向马桂秋学习。当天下午，彭宪

法与湘潭市长余爱国等还前往马桂秋

家中走访慰问， 并来到当时的事故发

生路段实地查看， 要求相关部门抓紧

在这一路段设置好防护栏和警示标

志，排除安全隐患，减少事故发生。

秋桂凋落香犹在， 心如皓月辉

满天。马桂秋所在的柳桥村，村民缅

怀英雄的同时，更以行动向她学习。

村支书曹铁光介绍， 村里的道

路已修了十多年了， 由于路在农田

边，一段时间不整理就杂草丛生，甚

至把路都给堵了。以前，村里只能出

钱请村民整理道路。马桂秋牺牲后，

唐建国、 贺树清等十多位村民自发

组织起来清理村道， 没有向村里伸

手要一分钱。

村民唐某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泼

辣媳妇”，平日做事风风火火，总嫌婆

婆做事慢，又不注意卫生，有时数落起

婆婆来，声音大老远都听得见。自从马

桂秋的事迹传出后， 虽然她嘴里什么

也没说过， 但数落婆婆的次数越来越

少，把打麻将的时间腾出来料理家务，

还经常督促丈夫带婆婆去医院检查身

体。大家都说“泼辣媳妇”变温柔了。

马桂秋生前照顾了30多年的五

保老人贺菊珍， 没有因为马桂秋的离

去而无人照料。 经常有村民前来为她

送水送菜，陪她拉家常，还有不留姓名

的好心人送来生活用品， 老人的生活

一点也不寂寞。 有人说：“马桂秋虽然

走了，却永远‘活’在柳桥村！”

“我的网名比我的真名还有名”
湖南首个NGO媒体沙龙举行 NGO起到社会的“减压阀”、“稳定器”作用

NGO��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
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
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
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
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NGO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
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
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
府和市场两级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
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NGO
迅速成长并构成社会新的一级。

NGO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
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
动。NGO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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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片”走后，
再没辍学的孩子
本期炎陵受助学生达72人

架“生命之梯”
救人殉难

市委书记号召学习女英雄

“马桂秋精神”教育“泼辣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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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上午，湘潭县中路铺镇柳
桥村，当地村民送别救人英雄马桂秋9月4日，湘潭市委书记彭宪法（左一）一行来到事故发生路段实地查看

义工行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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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委书记彭宪法（左）、市长余
爱国（右）将慰问金送到马桂秋丈夫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