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艾已晴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总干事吕全斌

公益这场修行，敢修才会行

“但其实， 没有一种青春
不充满矛盾和迷惑，中国公益
也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希
望年轻的中国公益能从简单
的血脉贲张中找到清晰的发
展脉络，循序渐进、踏实有方
地前行。 ”

吕全斌坦言，自己在离开
桂馨慈善基金会来到中国公
募发展基金会论坛工作的初
期，工作上有不少困扰。

“论坛实行轮值主席制，
虽然主席来自参与论坛的基
金会之一，但整体会议的策划
和执行要考虑所有基金会的
意见。以前只需要把一个基金
会上下的意见统一，现在需要
统筹十五个以上的基金会。而
且轮值的特点让论坛的持续
性不够强，今年订好的方针第
二年可能会变，很多事情只好
从头再来。 ”吕全斌说。

“论坛团队里有好多年轻
人，很多都是在校或者刚毕业
不久的实习生，跟他们相处非
常开心，不过也常在他们身上
看见我以前的影子： 开心就
好，但确实不太懂公益，也不
会去追问钻研更深层次的问
题，做事情比较虎头蛇尾。 ”

公益机构制度上的不完
善和专业人才的缺乏，让吕全
斌体会到了中国公益成长路

上一些不好克服的难题。
“大学和西藏的生活，可

能在人际沟通上没有这么频
繁，这种专业公益路上的前行
和之前直线化的模式不太相
同。不过还是要从自己身上找
出路，并且要遵从自己所担任
的公益事业中的角色。作为论
坛总干事， 执行是第一要务，
我不能总搀和决策上的事情。
术业有专攻，我觉得对于公益
事业，可以有自我认识，但落
实到实际操作上，还是要定位
好自己的公益角色，并切实去
贯彻这一角色给予的任务。无
论如何， 从实践中总结出经
验，进而找到发展思路，是最
可靠且有说服性的。 ”吕全斌
认真地对记者说。

这个从大山走来，将青春
付与西藏，又在专业公益事业
机构渐渐成长的公益人，带着
一种“坚定的活力，合理的冲
动” 践行着他自己的公益梦。
1982 年出生的吕全斌， 已是
而立之年，对他来说，立起来
的不仅仅是事业和生活，更应
立起来的是一种敢为公益而
努力修行的心。“若有所行，必
有所修。 ”吕全斌在他的公益
之路上不断摸索，努力前行。

公益角色定位感是一种能力

西藏经历炼就超凡“抗杂力”

在《公益时报》社附近的一家茶馆儿见到青年公益达人吕全斌。 这个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年轻总
干事比想象中的更沉稳。 “其实，我是个喜欢尝试的人，公益让我看到非常不同的风景，虽然有时难免清

苦艰辛，但它的确让我真真切切体会到了一个年轻人在青春岁月中不断修行的重要性，我相信，不回避所有的苦，
敢修才会有‘行’的一天。 ”吕全斌对记者这样说道。

� � 吕全斌在中央民族大学读
书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学校的公
益社团“关注三农协会”，组织同
学策划三农公益活动、为农民工
募捐衣服、 下乡实地调查......很
多在外人眼中脏苦的活动都被
吕全斌做得津津有味， 风生水
起。 他的达观和热情洋溢感染了
周遭很多的朋友，可以说，公益，
不仅让他收获了丰富的社团经
验，更让他赢得了珍贵的友情。

但即将毕业的吕全斌却并
未选择直接加入公益机构，而是
去了遥远的西藏。 如果说吕全斌
在大学时候收获的公益心得是
一把火苗，那么让这把火苗真正
旺起来的，应该是他在西藏的那
段特殊岁月。

“报志愿的时候填了西藏定
向生，就不用烦心自己毕业之后
的就业问题。”吕全斌说。错过了
理想中的墨脱，他几经辗转终于
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
里极度贫困县措勤县扎下根,主
动申请在一所中学担任支教老
师。

“千万别把我这段西藏岁月
说得太高尚，太神奇，因为西藏
的艰苦生活也曾让我怀疑过自
己的选择。 在那里，静静流淌的
是生活， 而疾驰的是矛盾和冲
突。 我藏语说不太好，藏族孩子
汉语水平不高，公益支教梦曾因
交流障碍一度停摆；孩子自由闲
散惯了，猛然让他们来好好听课
是件特别艰难的事；我的头发因

为当时的焦躁心态和气候环境
影响，脱去了不少……”吕全斌
仔细回忆着他的西藏岁月。

吕全斌凭借一腔热情和可
以直接分配的工作的私愿，以及
帮扶藏区教育的公益梦想驻扎
西藏，却为他带来了很多疑惑和
思考。“正是这样波澜不惊的生
活下，让我思考到了心中真正要
的公益事业是什么。 没有准备也
能胜任、一劳便可永逸的公益事
业是不存在的，做公益需要强大
的心性和身体状态做支撑，抗杂
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素质。 ”这
是吕全斌从那段算不得伟大的
西藏岁月中获得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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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西藏归来， 吕全斌在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
工作，从一开始做些杂事到项目经理，用了短短不
到一年时间，因为在西藏收获了的“抗杂能力”，使
他在桂馨这段忙碌工作中， 没有显得疲于拼命和
应接不暇。

“也非常累，但是心态非常年轻，每天和很多
孩子相处，感受到的是‘青春依旧在’的不老心态，
这是公益的魅力。 ”

吕全斌说他 10 岁之前是在闭塞的大山里度
过，公益让他看到了更多灿烂的风景，同时也把这
种精彩以公益的名义带回到了大山之中。“公益不
属于任何一个系统，它没有边界，因此我们看到的
也就非常宽广； 同时公益也是整个社会的共鸣所
在，不抛弃贫穷、困塞之地的人群，是公益的主旨，
因此将美好回转过去，是公益人的职责所在。 ”吕
全斌说：“做公益让我始终有一种‘圆满’的快乐，
也许这是让人永葆青春的原因吧，我想。 ”

公益是永葆青春的“不老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