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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Today’s Focus

本报讯 近些年你在微信上不难看到，时不时就有好友转发一些“轻松筹”、“水滴筹”等平
台的链接，通过众筹筹措医药费。而前段时间，德云社演员吴鹤臣（艺名）生病众筹百万一事，
更是一度把众筹平台推到风口浪尖，不少人质疑筹款平台审核不严，消费公众爱心。近日，记
者走访海口部分医院，有不少病人家属表示，确实有志愿者向他们推荐众筹平台。而志愿者也
坦承，帮病人发起众筹，筹到4000元就有提成。 记者刘柯娜沈丽焕文/图

做好事？
有提成！

记者走访海口多家医院
多名患者及家属被推销过“众筹”

志愿者医院“扫房”热情推荐网络众筹
每月完成25个众筹任务能拿6500元

有人担心是骗局，有人觉得是“逼捐”
“虽然家人在住院，但我们条件还过得去，就没有想着去筹款。”省人民医院的

病人家属王先生表示，他经常看到有人进病房发“水滴筹”或“轻松筹”的宣传单和
名片，“父亲住院期间，我在这里陪护才发现，原来这些众筹平台是有线下工作人
员的，他们会挨个进病房，先是介绍自己，然后将宣传单和名片递给病人家属。如
果家属不接，他们便放在桌子上然后离开。”

“志愿者也让我申请，但我在政府单位工作，有房有车，申请这个不是骗人
么。”王先生说，他也担心是诈骗，“他们太主动了，我总觉得有猫腻，因为要申请的
话，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都要公开，若是被不法分子利用，那就得不偿失。”王先生
告诉记者，每次志愿者来他都会直接拒绝。

和王先生一样对众筹平台存疑的还有刘女士。“我都没见过他们穿工作服或
者佩戴证件什么的。他们向我推荐，我都是直接
摆摆手说不需要。”刘女士说，她
在朋友圈里也看到过众
筹链接，“我看里面
大多是亲戚朋
友捐的款。”

刘女士
还补充道，

“这种众筹
一旦发了出
去，就好像强
迫朋友捐款
似的。所以
我宁愿去借
钱，也不愿意
去 搞 这 种 众
筹。”

记者通过走访时拿的宣传单，采访了几家
网络筹款平台的筹款顾问，并跟访了其中一位
顾问，看看他是如何工作的。23日下午，记者
在省人民医院门诊楼见到“水滴筹”志愿者阿
敏（化名），他并没有穿什么制服，就是简单的T
恤和牛仔裤。

“如果是兼职，那就是志愿者；如果是全
职，那就是筹款顾问，但名片统一印的是志愿
者。”阿敏介绍，干他们这一行，每天就是去各
个医院，在各个病房里寻找需要帮助的患者，
协助他们用手机发起筹款，“如何说服病人发
起筹款，其实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所以我
们要善于做病人和家属的思想工作，要让病
人、家属相信你和你背后的平台，还要让患者
配合你准备资料，并且不要觉得难为情。”

记者跟随阿敏来到省人民医院放疗科，
只见他先是拿起手机拍照，然后发到微信群
里，“要先跟领导报备我在哪家医院，现在在
做什么。”之后，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沓宣传单
和名片，来到该科室护士站。“护士长，我走一
下哈！”对方抬头看了阿敏一眼，说了句“你走

啊”。
“她们都不拦你吗？”记者疑惑道。“都熟

了，知道我们是干吗的。”阿敏说。
打过招呼后，阿敏便开始了他的“扫房”流

程。进了病房后，阿敏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病人的反应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接过宣传单
连声感谢，一种是连连摆手不接不听。

记者跟随阿敏走进一间病房，只见三名女
孩和一对中年人坐在病床上。阿敏边发宣传单
边介绍自己，吸引了三名女孩的关注，他顺势加
了其中一名女孩的微信号，继续介绍道，“若是
你们想发起筹款，还要看病人的检查报告单、诊
断证明等信息。”并通过微信将相关资料发给了
女孩。临走时，阿敏还不忘将自己的名片留在
病房，并顺手换掉旧的宣传单。

“扫楼”过程中，阿敏接到一个电话，“哦，
有患者家属已经备好材料了，请我帮忙做链
接。”再次经过护士站时，阿敏也不忘寒暄：“对
了，下次来我给你们带几个保温杯。”阿敏告诉
记者，总部平时会发一些小礼物，“借花献佛
嘛，和护士们打好关系，方便工作开展。”

患者家庭情况难核实，主要靠举报
对于如何证明病患的家庭情况，阿敏坦言，主要通过和病人家属交

流，“患者的家庭情况，一般都是以病人口述为主。我们会跟他们强调，
所提供的信息必须是真实的。如果是有心隐瞒，我们也很难去查证，除
非是有人举报。如果发现所述情况与现实不符，是可以举报的。接到举
报后，我们会关停筹款，然后逐个退回相关款项。”

阿敏说，在如何证实患者家庭情况这一方面，平台确实存在一些漏
洞，“要发起筹款，还要负责调查，这样成本太高。再说了，我们也没有那
个权力到派出所调查别人的情况啊。”

每天至少要完成一个筹款任务
记者辗转联系到水滴筹平台一位顾问，称想要加入志愿者的行

列。在电话咨询后，对方主动加了记者的微信，并发来一份招聘简章。
该份招聘简章里提到，志愿者要带着水滴筹的宣传册，去当地城市三甲
医院住院部的各个病房询问是否需要发起众筹，通过试岗后，企业提供
无责任底薪3000至4000元+提成（综合到手不少于8000元），底薪依据
个人综合能力定薪定岗，提成计算标准为：帮一个患者发起众筹项目计
算提成150元/个，如每月帮助30个患者发起众筹项目，薪资=3500底
薪（折中）+（30×150=4500）=8000元/月（保守估计）。

发起众筹需要什么条件？招聘简章里介绍，花费超过10000元，家
庭没有经济条件承担的可以发起。在聊天过程中，记者询问是否有任务
要求，该顾问表示，每天至少要完成一个人的筹款任务。

每月拿3000元绩效不成问题
阿敏也告诉记者，做这份工作是有提成的，“只要一单筹到4000

元，就可以拿到100元提成。全职就有考核，底薪3500元+绩效3000
元，每个月保底25单，达到25单才有3000元的绩效。若是超过25单，
就按照一单提成100元计算。必须筹到4000元，这个众筹链接才是有
效的，这是标准线。如果是兼职，按单给钱，一单100元，如果做不到25
个，可能下个月领导就会劝退。”阿敏说，他干这一行半年多，平均每天一
两个，多的话两三个，拿4000元绩效不成问题。

记者还了解到，线下志愿者为患者发起众筹不收取任何费用。记
者查询了解到，众筹链接经过大量转发，可以为平台公众号带来粉丝，这
样就能带来良好的收益，平台以此来给员工发工资。

记者走访：3家医院多
间病房，受访患者和家属
均称被推销过“众筹”

21日，记者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联
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八医院（简称九二八医
院）住院部，询问护士是否有人来医院推
荐过“水滴筹”、“轻松筹”等平台。“确实
有，按道理医院是不给的，需要经过批准，
但我们也不知道那些人是干嘛的，他们过
来晃一圈就走了，待的时间不长，并没有
影响病人休息，我们也就没多理会。”护士
告诉记者，上个礼拜就有自称是志愿者的
人过来发扇子。

记者注意到，护士站桌子上的两支笔，
印有“筹款就用水滴筹”等字样，以及该平
台的联系方式、二维码。“对，这些笔也是

‘志愿者’留下的，你们可以打上面的电话
问问看。”一位护士说。

随后，记者随机走访了几间病房，询问
了6名病人家属，他们均表示知道这种筹
款平台，边说还边找出宣传单，或是直接掏
出手机称可以帮忙联系。“那天就来一个中
年人，背着一个包，自称是做慈善事业的，
发传单问我需不需要筹钱治疗，需要的话
可以打电话找他。我当时在睡觉，是隔壁
床的家属接的宣传单。但是现在骗子多，
骗人的方式更多，你们还是要留个心眼。”
住院部三楼的一位阿婆说。

从九二八医院出来后，记者又来到海
南省人民医院，在住院部9楼随机走访了9
间病房，均发现了筹款平台的宣传单和名
片。“半个月内那个人（志愿者）来发过两三
次，一些宣传单已经被我扔了，要想筹款的
话，好像还要开证明。”病房里一位大姐说。

“隔两天就会出现（这些传单），我们家
也用过，我哥帮母亲弄的。”患者家属陈先
生告诉记者。

22日，记者在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
院住院部走访发现，部分病房里也出现了
众筹平台宣传单的身影。“我给你一个电
话，你打过去，他很快就会来的。”一患者家
属将一个电话号码告诉了记者。

患者家属：提供材料
后志愿者全程帮你弄，我
们曾筹到7万余元

在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照顾住院
妻子的郭先生，就是在志愿者的推荐下，使
用“水滴筹”发起筹款，“目标金额是15万
元，筹得72499元时取现付了治疗费。”郭
先生介绍，他家在琼海，妻子被查出患尿毒
症后，转院来到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继续治疗，其间认识了“水滴筹”的志愿者
符先生，“他告诉我，要把求助人故事写得
感人一点，这样才能筹到更多钱。”郭先生
坦言，最后是在他的口述下，由符先生代写

“求助人故事”。
郭先生打开了他发起的水滴筹链接，

记者看到这样一段话，“我的妻子早在
2013年下半年就躺在家不能正常走路了，
后来被确诊为尿毒症后期，在这六年间四
处向亲朋好友借款维持医疗费用，已经花
费20多万了，家里的两个孩子还在上学，
后续的治疗费用还需要大笔医疗费，无奈
之下才向社会求助。”

“他帮我们把内容写得很好，捐款的大
多是亲戚朋友。”郭先生说，志愿者在没有
收取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帮他们弄好了链
接，还教他们转发，“志愿者说，如果别的病
人有需求，也可以打电话联系他。”

采访过程中，郭先生以为记者欲求助，
热情地拿出手机要联系志愿者，“打个电话
他就过来了，很快的。”

家
人
患
病
，你
会
众
筹
吗
？

记者体验众筹平台线下志愿者工作

随意出入病房，靠混脸熟和送小礼物

说起不会被“驱赶”的原因，阿敏坦言，这
需要一个过程，“一直来一直来，医生护士看你
眼熟后，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就不会赶人了。
其实医院有明文规定，不允许有人进病房发宣
传单。但经常来关系熟络后，跟护士长说一
声，她就直接让我们进去了。”

“病人家属当场就愿意发起众筹，这种情
况很少。”阿敏坦言，大部分病人和家属都要
经过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所以我们第一次
只是简单介绍和发传单，然后多次回访，待病

人想通了或是随着病情的变化需要了，自然
会联系。”

阿敏介绍，如果病人和家属愿意发起众
筹，准备好各种资料后，还要写一个筹款文
章，“平台有范本的，就是写家里怎么困难，病
情多复杂严重，求生欲望和抗争病魔的决心
等。把这些写出来再配图上传，提交审核速度
非常
快。”

写筹款故事有范本，配图上传审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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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众筹需要更高更严的监管
互联网时代，求助人能够通过网络众筹平台快速

募集善款，摆脱孤立无援处境固然是好事，但同时必
须强化监管，避免众筹平台沦为骗捐温床。无论通
过网络亦或线下募捐，求助人或受益人都应秉持诚
实信用的原则如实报告自己的困境及所需费用，并
妥善使用善款。任何突破这一底线的行为都是对慈
善事业的伤害，更有可能触犯法律。 史洪举

从源头上消除监管“模糊地带”
有效防范网络大病众筹“掺假”，亟需监管“较真”

堵漏。一方面，对于相关平台，必须纳入政府监管视
线，不能因其民间性质而放任。如果平台没有尽到
责任，发布虚假大病众筹项目，须承担连带责任。另
一方面，相关平台也需完善审核机制。比如加强与
职能部门、医疗机构的“联动审核”，积极引入和接受
第三方的监督，做到信息公开透明。网络大病众筹
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和趋势，针对其在项目审核、流程
监管、善款使用等方面缺少清晰的行为及法律边界，
有关方面有必要进行立法规范，从源头上消除众筹
监管的“模糊地带”。 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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