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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宗教场所和宗教界人士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
，

组

织广大宗教信徒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慈善活动
。

宗教界开展的慈善

活动涉及社会各领域
，

主要集中在安老助学
、

贩灾救灾
、

扶贫济

困
、

医疗卫生
、

社区服务
、

心灵慰藉
、

环境保护等方面
。

受助人群

也相当广泛
。

宗教场所和宗教界人士在成为社会慈善的重要方面的

同时
，

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
。

因此
，

进一步规范宗教场所和宗

教界人士的社会慈善行为
，

成为当前开展宗教工作和社会慈善工作

应当重点思考的问题
。

本溪市溪湖区委从自身实际出发
，

通过对本

区宗教场所的调研和对宗教界人士的走访
，

认真分析了宗教界参与

社会慈善活动的两重性
，

力争提出符合基层宗教活动实际
，

能够进

一步加强对宗教场所和宗教界人士的社会慈善活动规范和管理的建

议
。

一
、

溪湖区宗教场所和宗教界人士开展社会慈善的情况

本溪市溪湖区宗教基础深厚
，

基督教
、

天主教
、

伊斯兰教
、

佛

教四大宗教活动场所共�处
，

且全市中心堂和四大市级宗教团体都

座落在我区
，

是一个宗教活动场所相对集中的老城区
。

共有信教群

众�万余人
，

占全市信教群众的���
。

溪湖区宗教场所参与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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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源自三个方面
�
一是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的慈善事业 � 二是自发

组织的慈善事业 � 三是帮扶其他场所的慈善事业
。

据统计
，

溪湖区

红土岭基督教堂从����年到���年
，

共筹集捐赠资金近��万元
，

资

助项 目遍及全国��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的��多个县市
，

受益人群

达万人以上 � 天主教从����年到���年
，

累计捐款��多万元 � 慈航

寺
、

藏龙寺
，

从����年至����年
，

在社会慈善公益事业方面累计捐

款达��万元 � 溪湖清真寺
，

从����年到���年
，

先后资助孤儿
、

特

困家庭
、

受灾群众等各类善款��多万元
。

二
、

宗教场所和宗教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产生的社会影响

宗教场所和宗教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
，

在扶助社会
，

为政府分

忧解难的同时
，

也应当看到
，

在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的过程中
，

宗教

场所的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
，

宗教场所在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作用越

来越大
，

在宗教信徒和社会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

这其中
，

有积

极的一面
，

也有消极的一面
。

积极方面
�
一是通过宗教参与帮扶

，

帮助政府解决贫困家庭

的生活困难
，

使帮扶对象得到更多人的关心
、

关爱
，

引起社会对这

部分群体的关注
。

例如基督教
、

天主教
、

佛教
、

伊斯兰教每年都对

失学儿童
、

贫困大学生
、

农民工子女等开展了帮扶活动
，

并对乡村

医疗卫生
、

农民工子女教育等社会问题的开展调查活动
。

天主教本

溪教区坚持开展孤儿的爱心捐助活动
。

每年
“
六一

”

儿童节都带上

资金和礼物到孤儿院看望孩子
，

为孩子们送去节 日的祝福和快乐
。

佛教界针对特困家庭
“
上学难

、

上不起
”
的问题

，

面向特困和低保

人群
，

开展了捐助活动
。

二是帮助政府做好有关工作
。

河西街道棚

户区动迁改造过程中
，

红土岭基督教堂动员该地区信教群众率先搬

迁
，

还为特困居民捐款����元
，

并帮助其搬迁
。

教堂还购买水果
，

慰问拆迁工作人员
。

宗教场所与社区
、

派出所及周围居民关系融

合
，

其中红土岭基督教堂的长老陆平是社区参议员之一
，

每年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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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和仕仁社区送办公用品近����余元
。

在溪湖区
“

双高普九
”

工作

中
，

宗教界捐款�
�

�万元
。

消极方面
�
一是一些困难群体得到宗教界帮扶同时

，

也接受了

宗教思想的渗透成为信教群众
，

导致信教队伍迅速扩大
。

同时
，

在

受助群众心中
，

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威信
。

二是文化素质低的弱势群

体
，

对宗教没有正确认识
，

信教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从性
。

易形

成宗教场所与政府争夺社会群众的态势
。

三是信教群众的增多
，

人

员结构的复杂
，

给宗教部门的管理带来很大压力 � 三是信教群众中

的困难群体
，

将财物捐赠给宗教场所
，

使他们的生活质量降低
，

给

社会带来更大的压力
。

四是宗教场所的社会扶助
，

大都在各地的宗

教场所和信教群众中进行
，

受助群众仅仅是部分信教群众
，

社会大

众并没有在其中受益
。

三
、

规范宗教场所和宗教界人士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的建议

由于 目前还没有对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确定较

为明确的范围
，

形成较为稳定的机制
，

尚未出台具体政策
，

尽管宗

教界开展公益慈善事业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

宗教界人士对参与公

益慈善事业普遍抱有较大热情
，

但很难将之规范
，

并进一步引向深

人
。

因此
，

适时出台有关宗教界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具体政策
，

明

确他们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范围
、

程度和方式
，

建立相应的激励
、

规范
、

监督和约束机制成为切实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关键
。

�
、

要进一步坚持原则
，

开拓思路
�

努力探索鼓励
、

支持宗教

界在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方面的新思路
、

新途径
。

宗教界

开展公益慈善事业
，

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公益慈善活动与宗教

相分离
，

不得
“

借机传教
” 。

某些宗教界派出的救援队伍的着装
、

旗帜以及宗教界发放的救灾物资包装上印有明显的宗教标识
，

进而

引发了一些争论
。

只有明确了
“

借机传教
”
的界限

，

制定合情
、

合

理
、

合法的规范和处理措施
，

才能使宗教界开展的公益慈善事业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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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

但是对于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中究竟哪些

行为属于
“

借机传教
” ，

哪些行为不在
“

借机传教
”
之列

，

目前并

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说明
，

是政府引导和规范工作函需填补的一个空

白
。

�
、

要做好正面宣传
，

加快立法
，

完善法规
。

一些宗教界开展

公益慈善项目经过多年的经营
，

逐步实现了规模化
、

制度化
、

专业

化
，

透明度高
，

社会效益好
，

解决了一部分群众的实际困难
，

为地

方政府分担了压力
，

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肯定
。

但是
，

对宗教界的这

些成绩的肯定
，

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举行的各种表彰
，

一般局限在

宗教界内部
，

很少付诸媒体向社会
、

大众进行宣传
。

政府部门
、

新

闻媒体鉴于宗教的敏感性
，

在宣传方面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
，

由此

可能导致一些问题
。

一是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受影响
，

鼓励和支持无法落到实处 � 二是一些好的做法
、

经验无法得到推

广
，

既包括好的慈善项目
、

运作机制
、

制度建设
，

也包括政府好的

引导方法
、

管理措施
、

监督机制等 � 三是制约了宗教界开展公益慈

善事业的资金渠道拓展和受众范围的扩大
，

不利于其向更高的水

平
、

层次发展
。

因此
，

对于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事业所取得的成绩

如何定位
，

是否应该宣传
，

哪些可以宣传
，

哪些不宜宣传
，

宣传过

程中应把握什么原则
，

采取什么样的方法等
，

要有明确的规定
。

同

时
，

要进一步加快慈善立法
，

推动宗教慈善事业走上规范化法制化

轨道
。

一方面是加强政府的依法管理
，

另一方面是推动宗教界和有

宗教背景的公益慈善机构建立制度化的内部管理机制
。

�
、

要适 当扶持
、

依法管理
。

政府要给予政策扶持
，

增强宗教

场所创办经济实体
，

提高自养能力
。

要依法加强管理
，

特别是对跨

地区
、

跨宗教以及涉及国外宗教组织开展的社会公益慈善活动
，

要

加强引导
、

协调和管理
。

目前
，

我国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主

体是以直接参与的方式进行的
，

宗教界人士或信教群众以 自发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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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组成临时团队开展活动
，

并没有可以固定下来的内设机构来专门

负责组织协调
，

因此无法将政府的管理落到实处
。

对有宗教背景的

公益慈善机构的管理
，

目前较大的问题在于这些机构的制度建设不

健全
，

尤其是财务制度
。

政府通过财务审查可以实现对公益慈善机

构的全面监督
。

一是要建立信息共享制度
，

实现账目公开
，

二是要

将机构的资金来源
、

流向
、

用途等对社会进行公示
，

增强透明度
。

�
、

要趋利避害
，

把握好度
。

在支持和鼓励宗教界参与和兴办

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同时要注意防止因宗教界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

慈善事业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

防止和避免有的宗教借机传播和发展

宗教
，

特别要警惕和防范境外利用开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进行宗教

渗透
。

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事业虽然为政府分担了一部分压力
，

但

是也会带来一些后续问题
，

例如河北赵县孤儿院的工作人员曾反

映
，

该院收养的孤儿在长大成人后都面临着诸如身份
、

户籍
、

就业

等困难和压力
，

当他们重新走人社会的时候
，

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

好
，

反而又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

宗教界通过成立公益慈善机构的方式开展活动也会带来一些

问题
。

按照公益慈善活动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
，

有宗教背景的公益

慈善机构成立以后
，

不属于宗教团体的管辖范围
，

也就不在宗教工

作部门的职权范围之内
，

谁来做这些机构的主管部门并不明确 � 再

者
，

在有宗教背景的公益慈善机构供职的工作人员构成了一个新的

社会群体
，

如果他们是宗教信徒该由谁来主管
，

如果不是信徒又该

由谁来主管
，

这些问题都还有待研究
。

因此
，

对宗教界开展公益慈

善事业的规范和管理不能只停留在眼前
，

还要注重长远
，

正确认识

和处理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

才能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
。

�溪湖区委统战部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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