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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新华社记者 兰天鸣 杨 洋
胡洁菲 吴振东

求助人隐瞒名下财产和其他社会救助并违反

约定用途将筹集款项挪作他用、推广人员在各大

医院进行“扫楼式”劝募、用 PS 病历+煽情文字模

板即可成功募款……近日，网络求助信息平台暴

露出的问题引发关注。

早在2018年10月，爱心筹、轻松筹和水滴筹曾联

合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约》。

如今，相关平台却“旧病复发”，病灶何在？既要救助

高效，又要运营安全，治理方式需要哪些创新？

据悉，自律公约对相关领域一些重要责任作

出规定，如平台应要求发起人尽最大努力及时、完

整、真实、准确地公开求助人的相关重要信息；平

台应健全审核机制；平台应确保求助人和赠与人

之间的信息对称，最大程度排除不实信息；平台应

加强业务合规性培训与考核，确保每一位员工以

及志愿者、合作伙伴全面知晓并严格遵守“底线规

则”等。

然而经调查发现，一年多来，相关方面漏洞

仍多。

——材料审核机制有明显问题。今年 7月有

人利用网上购买的虚假病历，在多个平台骗取捐款

近万元；前不久，又有多人利用假病历图片和煽情

文字模板在水滴筹成功发起筹款并成功支取。

——仍存在求助人重要信息公布不完整、不

真实情况。今年 5月，有求助人在平台求助 100万

元治病，后被发现平台未准确公布其重要财产信

息；还有一些平台推广人员，怂恿并协助患者随意

填写筹款金额，对一些患者具备医保报销条件或

曾获得拆迁补偿等重要信息知情不报。

——“底线意识”不强，经济利益凌驾公益

责任。有平台在全国多地医院大范围使用“扫

楼式”经营手段，将发起筹款的患者数量与平

台业务推广人员的收入提成直接挂钩。甚至还

有平台为满足经营需要，引导员工盗用志愿者

名义帮患者筹款。

——自律公约中对捐款“资金池”相关内容未

作出明确规定，对平台在“资金池”信息公开、孳息

分配等方面的责任缺少明确规范，存在风险隐患。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公 益 研 究 院 院 长 王 振 耀 表

示，当前仅靠企业自律公约已无力规范行业健

康发展。

自律公约没能治好“行业病”

用好科技资源 支撑创新发展

多名专家称，当前网络求助信息平台反复

“发病”，主要原因在于法律规范缺位和运营机

制紊乱。

“当前法律对于个人求助信息平台的规制严

重不足”，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

锦萍认为，一方面由于缺少专门法律规范，当前对

于网络个人求助行为中的各主体只能适用民法、

刑法、合同法等一般法律进行调整，缺少针对性。

规范缺位、逐利冲动是主要“病因”

王振耀等专家和业内人士对网络求助信息平

台的积极意义持认同态度，各方一致认为要在保

证平台救助效率高、覆盖广优势的同时保障相关

活动的真实性、合理性，有赖于建立一套创新、长

效治理机制。

——补齐法治短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原副主任阚珂表示，网络个人求助平台

应在法治规范之下运行，通过行业组织管理、法律

法规等不同层次的约束力来确立和完善平台应当

承担的责任。金锦萍建议，应通过立法形式要求

平台承担起作为所募集款项的受托人，代表赠与

人向违反约定或者刻意欺诈的当事人提起诉讼，

以此树立平台的积极责任。

——调整运营模式。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募

资总监高俊旭建议，网络求助信息平台需找到商

业和公益的平衡点，“可适当引入第三方公益组

织、慈善机构，介入到对求助人信息和后期资金使

用情况审核中来，也能在平台经营行为越界时起

到调节作用。”

金 锦 萍 认 为 ，网 络 求 助 信 息 平 台 运 营 带

有 特 殊 性 ，赠 与 人 在 信 息 真 伪 判 断 、服 务 质

量 判 断 、平 台 尽 责 程 度 判 断 等 方 面 均 居 劣

势 ，因 此 应 由 非 营 利 组 织 或 采 用 非 营 利 模 式

进 行 经 营 。

监管适度介入。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

教授林少伟认为，针对相关业务特殊性，可构建一

个由民政、工商、网信、银保监会等部门主导的联

合监管机制。

王振耀建议，通过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并用，

为网络求助、互助活动形成一套社会性对话机制

和评价机制，在发扬中国互助精神优良传统基础

上，建立起中国特色互助体系。

创新治理方式，建立长效机制

如推广人员为了工作业绩而忽视信息真实、本无

需上网筹资的病患在推广人员劝说下上线募款、

部分筹款者未按照原先筹款方案使用资金等问题

都缺乏法律规制。

另一方面，一些规范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如《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第 10条规定，求

助平台信息的真实性由发布者自己负责，个人求

助信息平台仅负有风险防范提示义务。水滴筹等

多家平台机构均以此条为依据，在用户协议中制

定有利于平台的信息真实性免责条款。

“这点责任对平台而言是远远不够的。”金锦

萍说，“在网络求助平台上施助者往往以小额赠与

为主，如果遭遇不实求助，他们既无动力也无精力

提起诉讼维权。而提供筹集款项服务的网络平台

不仅掌握着求助人的基本信息，而且也担负着向

赠与人报告的义务，应当承担起更明确、更积极的

法律责任。”

另外，不少平台背后的资本本性引发的逐利

冲动因素也不可忽视。一位业内人士透露，部分

网络求助平台运营者本质仍是追求利润和高估值

的营利性公司。其商业模式是，雇佣大量线下推

广人员帮患者发起求助，借此将患者的各种社会

关系转化为平台用户，然后平台通过做灰色地带

的“互助”或者销售保险产品进行变现。此类商业

模式需要不断发展用户上线求助筹款，且求助者

本身越有社会资源，就越能更有效地带来高价值

用户和客户。

另外还有专家认为，当前由于缺乏明确的主

管机构，网络求助信息平台缺乏明确可行的退出

机制，这影响到相关平台整改的力度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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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国家禽类实验动物资源库，很多人会觉

得陌生。2013 年，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疫情在全

国蔓延，让人们意识到，原来养殖业的安全与人

类健康如此密切，疫苗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但

鲜为人知的是，疫苗研发、生产所用的鸡胚都来

自国家禽类实验动物资源库。

“在开展禽类实验动物资源社会共享，提供有

关研究技术服务过程中，国家禽类实验动物资源

库是保障国家畜牧业安全、生物安全、人类健康

及生物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该资

源库主任陈洪岩说。国家禽类实验动物资源库

是由科技部、财政部支持建设的国家科技资源共

享服务平台之一。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

心指导下，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

所，集科研、育种、检测、保种、生产、开放和人才

培养于一体，为实验动物研究、疫苗研发生产提

供长期稳定条件支撑。

据统计，近几年来，国家禽类实验动物资源库每

年向全国供应SPF（Specific Pathogen Free）鸡（种卵）

70多万只（枚）、SPF鸭（种卵）2万多只（枚）。同时建

立了大数据平台，采集了10个禽资源品种（品系），提

供超过6000组生物学数据、300余幅图像数据。

“SPF 禽是微生物控制等级为无特定病原体

级别的禽类实验动物，指经人工饲育，不携带特

定的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遗传学背景明确、稳

定，用于科学研究、教学、生产和检定以及其它科

学实验的禽。其所产卵即为 SPF 禽卵，孵化期间

的称为 SPF 禽胚。”陈洪岩说，SPF 禽无疫病病原

和抗体，属易感体，培育和保存均较困难，需终生

保存在净化环境中。

陈洪岩表示，由于 SPF 禽胚对多种病原体敏

感性强、反应一致、重复性好，不含主要的传染性

病原体、垂直传染性疾病病原等，是研制多种生

物制品的高标准原材料和检定材料。禽用疫苗

如禽流感活疫苗、新城疫活疫苗、传染性喉气管

炎活疫苗等，人用疫苗如小儿麻疹、黄热病、狂犬

病等活疫苗，必须使用 SPF 禽胚生产。

以研发和生产人用、兽用疫苗为例，陈洪岩介

绍，普通禽胚携带病原或抗体，用此生产的疫苗

极易传播疫病，如支原体、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

毒、鸡淋巴白血病病毒等都可通过鸡胚传播，造

成疫苗接种成为人为散毒过程。如美国 20 世纪

40 年代发生的人用黄热病疫苗污染事件、日本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发生的马立克疫苗污染事件等，都

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为控制禽流感对家禽、水禽的危害，中国农科

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禽流感研究团队展开禽流

感疫苗的研究，研制了 H5 亚型禽流感灭活疫苗，

有效防控了我国禽流感的传播。此后，每年根据

市场监测，更换种毒，并经过系统研究、评价，研

发成新的疫苗，提供给全国的疫苗定点生产企

业，保障全国市场需求。在 H5 亚型禽流感灭活

疫苗的研制、每年的更新研发与应用过程中，所

用 SPF 禽相关产品均由国家禽类实验动物资源库

提供。

坚持自主培育、采各家所长。经过 20 多年的

发展，国家禽类实验动物资源库在资源创新、收

集、保藏与社会化供应上走出了自己的路子。“禽

资源库提供科研、检定用 SPF 鸡卵及 SPF 鸡，约占

我国禽流感研究用 SPF 鸡卵及 SPF 鸡的 90%以上，

在禽流感研究和防控、非典防治科技攻关，非洲

猪瘟防控科技攻关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

作用。”陈洪岩说。

陈洪岩表示，未来国家禽类实验动物资源库

要在做好禽类实验动物培育、保种与开放共享工

作的基础上，加强优质资源集成，提升资源使用

效率，更好服务生命科学、生物医药等多领域科

技创新。

国家禽类实验动物资源库：
从源头护佑养殖业安全和人类健康

本报记者 付丽丽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瑜）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技术产

业的核心，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

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制造业基地，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电子信息产业供

应链的安全性。

中 国 半 导 体 行 业 协 会 副 理 事 长 、中 国 封 测 联 盟 副 理

事长兼秘书长于燮康近日在 2019 中国（珠海）集成电路产

业高峰论坛上表示，我国需从集成电路发展历程中总结

经验和教训，加强重视、集中人才、政策推进、学习借鉴缺

一不可。

于燮康认为，如今我国设计业总体处于中低端水平，细

分领域虽有亮点，但制造、材料和设备水平都远落后国际

水平；IC 封装测试领域已进入发展成熟期但增速缓慢。未

来必须要乘上 5G、汽车电子、物联网等产业“东风”，做到顶

层规划、应用驱动、上下联动、创新发展，要耐心、坚持、专

注。尤其在“硅周期”低谷时，仍要坚持持续投资，为建成集

成电路强国而不断努力奋斗。

据悉，珠海正积极携手澳门，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

努力集聚形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打

印设备等 5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加快打造澳珠发展极。

在国际化理念方面，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董明珠表示，要实现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可控，就不能秉承

“拿来主义——“以往我们对‘海归派’都是仰视，这种现象

亟待反思。所谓国际化并不仅是拿别国的方法来用，而是

要让海外认可和采用我们的理念与方法。”

集成电路发展

要借5G、物联网等产业“东风”

科技日报讯 （记者过国忠 通讯员沙爱红）我国动物源

食品安全正受到生物污染和化学物污染的威胁。畜禽养殖

中，如果超量使用兽药，甚至使用违禁药品，会造成动物源

食品中兽药残留超标。

科技日报记者日前从首届农业化学学术讨论会上了解

到，国家农业农村部已发布 194 号公告，公告称，自 2020 年

元旦起，我国饲料中全面禁止添加抗生素，减少滥用抗生素

造成的危害，维护动物源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

“全球每年消耗的抗生素总量 90%用在了食源动物身

上,致使细菌耐药性和药物残留等问题日益突出。”全国兽药

残留专家委员会委员、卫生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评审委员

会委员、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教授卜仕金说，“据世界卫生组

织预测，到 2030 年耐药菌问题可能会使 2400 万人陷入极端

病痛。英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如果细菌耐药的发展趋

势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到 2050 年超级细菌将导致每年约

1000 万人丧命，这将超过每年死于癌症的人数。”

可以说，我国在畜禽养殖过程中，国家一直倡导科学饲

养，合理规范用药，农业部每年制订食品残留监控计划，农

产品安全检测中心具体落实监控。同时也已加大科研力

度，组织实施重点攻关，应用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千方百

计维护食品安全。

目 前 ，我 国 已 制 订《遏 制 细 菌 耐 药 国 家 行 动 计 划

（2016—2020 年）》，要提高抗菌药物科学应用与管理水平，

遏制细菌耐药发展与蔓延。同时，国家农业农村部正式出

台全面“禁抗”的决定。

“这些新制修订的国家标准不仅为监控动物源食品中

兽药或化学污染物残留提供了依据，而且对控制动物源食

品中兽药或化学污染物的残留量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手段。”

卜仕金说。

然而近年来，畜禽传染病虫害的发生，已严重影响畜禽

产业的发展。尤其是非洲猪瘟和草地贪夜蛾等，往往是带

来毁灭性打击，致使一些养殖户损失很大。那么，畜禽养殖

业全面“禁抗”后，如何在既有效保障畜禽产业发展的同时

又能保障食品安全？

“我们可以研究利用更加精准的方法检测药品残留和

致病菌，我们也可以研制噬菌体药物对付超级细菌。但科

学养殖、科学用药仍是硬道理。”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院长刘

宗平教授说。

“饲料中全面禁止添加抗生素，这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提

高动物营养与保健，调整饲料营养设计，选用新型绿色添加

剂产品。”刘宗平说，要提高养殖管理水平和生物安全体系

建设，改善养殖环境，建设“替抗”方案，降低饲料“禁抗”后

对养殖业的影响，为人们提供质量好又安全的绿色食品，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饲料全面“禁抗”

动物源食品安全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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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在 2018 年 10

月，爱心筹、轻松筹和

水滴筹曾联合发布《个

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

务平台自律公约》。如

今，相关平台却“旧病

复发”。多名专家称，

当前网络求助信息平

台反复“发病”，主要原

因在于法律规范缺位

和运营机制紊乱。

求助人隐瞒名下财产求助人隐瞒名下财产、、将筹集款项挪作他用将筹集款项挪作他用、、推广人员推广人员““扫楼式扫楼式””劝募……劝募……

网络求助平台病了网络求助平台病了，，该如何救该如何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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