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工作简报 

 

2014 年 1 月 10 日总第九期 

 

 

 

 

编制单位：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目录 

一、卷首语---------------------------------------------------- 3 

二、项目管理  

2.1 爱故乡计划 --------------------------------------------- 3 

2.1.1 社区大学 

2.1.2 首届爱故乡研讨会在京召开 

2.1.3 沪苏媒体团参访故乡农园生态社区 

2.2 桥畔计划------------------------------------------ ----- 5 

2.2.1 福建省萤火虫计划助学中心 

2.2.2 我们的自由天空 

2.2.3 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2.3 正荣微公益---------------------------------------------- 7 

2.3.1 TEDxFuzhouWomen2013 成功举办 

2.4 雅安微公益---------------------------------------------- 8 

2.5 基金会组织公益参访-------------------------------------- 11 

 

 

 

 

 

 



一、卷首语 

2013 年 12 月，正荣公益基金会各个公益项目有序开展。我们支持的首届爱

故乡研讨会顺利召开，对 2013年爱故乡公益活动进行了回顾总结；我们对长三角

地区进行了公益参访，为基金会 2014年落子长三角打响了先锋战；我们对与南都

公益基金会合作资助的雅安救灾项目进行了阶段总结；我们接待沪、苏、宁媒体

团参访了故乡农园生态社区，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2014年，我们将持续深化已有的公益项目，进入长三角

拓展新的公益项目，继续探索互助社区营造，让机构更具影响力和公信力。 

    最后，要再次感谢每一位支持正荣公益基金会的捐赠方、合作伙伴、志愿者

及热心人士。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幸福吉祥！ 

 

二、项目管理 

2.1 爱故乡计划 

2.1.1 社区大学 

福建汀塘社区大学：每周五晚开展腰鼓队课程，召集腰鼓队成员练习技艺；每周

二晚开展十音八乐活动，丰富老年人娱乐生活；每周六上午开放周末电影院，专

为汀塘儿童放映电影；联合汀塘村两委会举

办了汀塘村首届元旦嘉年华趣味闯关游园活

动，以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先后接待福建

省计生协会会长、莆田市委老干部局局长等

领导参访社区大学。 

厦门国仁社区大学：先后签订江头街道/湖里街道

购买社会组织社工服务项目；签约国仁吉他班第

四期圆满结业，本期吉他班从 2013 年 9 月 26 日

－12 月 15 日，共举办了 12 节课；“如何成功创

办一个小企业”创业课第三期圆满结束；邀请来

自台湾的著名绿色环保倡导者徐兰香作了主题分享会；接受来自厦门大学医学院

湖里街道购买社工服务项目签约仪式 



教工一支部教师代表向机构捐赠的全新文具 200 件，图书 273 册。 

2.1.2 首届爱故乡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3年 12月 20 日，首届爱故乡研讨会暨 2013年“爱故乡·发现故乡之美”

图文征集公益活动颁奖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由正荣公益基金会支持，中国

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等联合主办。 

会议邀请了 10位三农、文化领域的专家、实践者围绕“乡土中国”和“乡土

行动”两个议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既丰富了爱故乡的内涵，

也展示了爱故乡落地的路径。发言嘉

宾、获奖代表和参会代表约 70人参加

了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

主任温铁军教授为研讨会作总结发言。 

会议对 2013年爱故乡公益活动成

果进行了展示和分享，同时发布了 2014年爱故乡倡议书。由正荣公益基金会支持

的爱故乡公益活动于 2012年 12月正式启动。2013年，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活

动主办方通过举办乡土文化学术会议，爱故乡高校宣讲、各种类型的公众宣传，

以及“爱故乡·发现故乡之美”图文征集活动等，有力地推动了爱故乡理念的传

播，在不同层面上形成了关注故乡、保育乡土文化的良好社会氛围。 

会议还进行了 2013 年“爱

故乡·发现故乡之美”图文征

集活动颁奖仪式，共有 60幅来

自海内外的摄影、视频、文学、

书画等乡土题材作品获奖。作

为爱故乡公益活动的组成部

分，图文征集活动旨在通过记

录故乡的容颜、生活和人物，

发现故乡之美，增强对故乡和乡村文化的认同，推动乡村的保护与文化的复兴。

活动开展一年来，从海内外征集到近两百幅乡土题材的作品。 

1. 爱故乡研讨会分享：http://blog.sina.com.cn/s/blog_bd435abb0101o056.html 



2. 2013爱故乡公益活动成果展（见附件） 

3. 2013爱故乡公益活动启动视频：http://www.zrgy.org/project_view.asp?aid=385 

4. 2013爱故乡公益活动总结视频：http://www.zrgy.org/project_view.asp?aid=387 

5. 2013发现故乡之美获奖作品：http://www.zrgy.org/project_view.asp?aid=377 

6. 2013发现故乡之美特等奖作品：http://www.zrgy.org/project_view.asp?aid=386 

2.1.3 沪苏媒体团参访故乡农园生态社区 

2013年 12月 29 日，由来自上海和苏州两地 30多位资深媒体组成的媒体团，

参访了福州故乡农园生态社区，并参加

了归农书院的揭牌仪式。故乡农园生态

社区前沿的公益理念、独特的公益模

式，以及醇厚的田园环境、传统的生活

文化给城市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得到

了参与考察活动的媒体普遍认可和赞

同。 

故乡农园生态社区，由正荣公益基金会发起，是“爱故乡计划”的重点项目

之一。项目立足于福州闽侯荆溪镇关中村，依托生态农场和归农书院的优势，搭

建资源平台，联合社会各界力量，打造生态农业创业、公益文化交流的基地，从

而探索新型农村生态社区营造的方法，培育乡村和社区建设的多种人才。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正荣公益基金会的负责人还与媒体进行了座谈和交流，

让媒体对基金会的整体情况和未来发展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当了解到 2014

年正荣公益基金会将落子长三角，以更大的魄力布局公益事业时，媒体们纷纷赞

许，期待基金会为促进公益生态可持续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2.2 桥畔计划 

2.2.1福建省萤火虫计划助学中心 

2013年 12月 1日－31日，由桥畔计划支

持的福建省萤火虫计划助学中心共开展助学活



动 16次，开展科普活动 4次，走访 4次、走访学生 23个，回访 2次、回访学生

39个，参与活动的义工共 187人次。 

2.2.2 我们的自由天空 

2013年 12月 1日，由桥畔计划支持的“我们的自由天空”(简称 OFS)于上海

举办 2013年志愿者年会。在此次年会上，OFS 发布了《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报告》。

这份报告为中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情况

描绘了一幅宏观全景，让全社会可以更全

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

情况。同时，也为记录中国农村学校发展

变迁提供了宝贵素材。 

此份报告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导师康健教授和 OFS 秘书长土雪先生共同完成。这份报告着重探讨了自撤点并校

政策实施以来，地处特别边远贫困地区的低龄儿童受教育现状，以及在硬件设施、

师资、管理等方面都堪忧的农村边缘地区学校卫星结构体系。评价义务教育实现

的标准主要是看处于弱势地位的儿童受教育的条件和质量的改变，要看处于社会

制度最边缘，教育体系最末端的贫困地区的学校是否真正改变了，因此必须设置

义务教育办学的统一标准，维护边缘地区学生教育公平权利。 

2.2.3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2013年 12月，由桥畔计划支持的满天星公益开展的“2013－2014 年度青年

公益领袖计划招募”顺利完成。因为乡村儿童成长，因为阅读，因为公益，因为

心中梦想，30个热情洋溢的同学少年聚到了一起。 

满天星青年公益领袖计划发起于

2012 年 9月，旨在为未来培养一批具有

使命感及责任感，并且有能力的青年公益

领袖，培养期为 1年。期间，满天星公益

将为参与该计划的成员提供尽量完善的

培训及实践机会，让其通过参与培训及各

种阅读推广活动，并独立带领一支公益队



伍完成一期阅读夏令营的方式，锻炼他们在公益领域的领导能力。 

为此，满天星公益在广州的六所高校举办了“听，门外的声音”图片展，青

年公益领袖计划宣讲会和分享会也同步开展。经过图片展和宣讲会的前期宣传，

满天星公益共收到申请表 131份，通过筛选进入一面的有接近 80人，经过两轮面

试，最终选出了 30位青年公益领袖。 

 

2.3 正荣微公益 

2.3.1 TEDxFuzhouWomen2013 成功举办 

2013年 12月 7日，由正荣微公益支持的 TEDxFuzhouWomen2013在福州成功

举办，活动对全球 TEDWomen 大会的内容做了部分转播，两位 Local Speaker 分别

作了“分享即是美好”、“不安与期待共存”的主题分享，活动吸引了上百名 TED

粉丝参与。 

TED是全球最知名的创想论坛之一，其宗旨是“用思想的力量来改变世界”。

TEDxFuzhou旨在推动 TED在地化发展，而 TEDxFuzhouWomen2013 是其在 2013年

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正荣微公益支持该活动，是希望促进国际创新理念在本地的

传播，拓展更为多元的视野，鼓励大家积极行动，让我们所在的社会环境变得更

加美好、更具活力。 

作为 TED的一个分支论坛，

TEDWomen始终专注女性的工作

与生活，现在与未来，让世人重

新思考女性视角和思维方式对于

解决世界问题和创新创造的与众

不同的意义。在每年 TEDWomen大会举办的同时，会议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

联合世界超过 150个以 TEDx[LocalName]Women 命名的 TEDx活动，共同推动女性

创新思考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2.4 雅安微公益 

2013年 4月 20 日雅安地震后，正荣公益基金会迅速做出反应，于 5月 7日 

与南都公益基金会合作发起雅安微公益项目，出资人民币 50万元，同南都公益基

金会采用配比出资的方式进行合作资助，配比系数分别为 1:2。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共资助了 12 个项目，涉及环保、教育、互联网、救灾信息平台搭建、

心理辅导、老人服务、社区重建等多个灾后重建服务领域，涵盖受灾地区雅安、

甘肃，正荣单方资助金额达到 500,000元，项目总资助金额达到 1,522,720元。 

正荣-南都合作资助项目一览表 

编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机构 项目金额(元) 

正荣支持

(元) 
南都支持(元) 

1 看门狗——NGO 信息网 成都市科技新闻学会 100,000.00  33,300.00  66,700.00  

2 雅安灾区灾后重建垃圾分类 

成都高新区蒲公英环

境保护交流中心/绿

色地球 

34,920.00  11,600.00  23,320.00  

3 
仁加村“心融合 .心陪伴”灾

后重建社区综合发展服务项目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200,000.00  66,700.00  133,300.00  

4 
甘肃社会组织联合救灾平台项

目 

甘肃省社会组织促进

会 
199,300.00  66,400.00  132,900.00  

5 

从汶川到雅安—救灾中的公益

行业合作及公民社会发展变化

趋势研究项目 

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

中心/中国农大 
148,000.00  49,000.00  99,000.00  

6 “友龄计划”社区陪伴项目 
成都高新区益多公益

服务中心 
199,400.00  66,000.00  133,400.00  

7 
社区自觉发展意识唤醒和生计

恢复能力建设项目 

成都高新区益众社区

发展中心 
64,900.00  22,000.00  42,900.00  

8 
“清心驿站——灾区精防医生

心理重建专项培训计划”项目 

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

进社 
30,000.00  10,000.00  20,000.00  

9 大爱武术功夫梦义教计划项目 
成都市锦江区大爱武

术文化传播中心 
48,900.00  16,000.00  32,900.00  

10 七一仁加学校驻校社工项目 
成都市武侯区新空间

青少年发展中心 
100,200.00  33,400.00  66,800.00  

11 
“古城益生”灾后重建社区发

展项目 

成都高新区益众社区

发展中心 
199,000.00  66,300.00  132,700.00  



12 
 “城乡情-特别义集”参与式

社区发展项目 

成都市锦江区爱有戏

社区文化发展中心 
198,100.00  59,300.00  138,800.00  

    合计 1,522,720.00  500,000.00  1,022,720.00  

正荣-南都合作资助项目执行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项目执行情况 

看门狗——

NGO 信息网 

该项目拟在“420 新媒体服务”基础上投入

更多的技术力量进行“420NGO 信息平台”

（www.420.org.cn）的开发与维护。核心目

标是为 NGO 搭建一个开放、透明、精准、有

效的信息和项目分享平台。 

网站已经完成 http://www.420.org.cn/，网站

分为六个版块，主要涵盖招标信息、执行信息、

结项信息、灾后重建动态信息、工作简报、灾

情信息发布等。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该项

目的信息从 10 月份开始停更。执行团队的反馈

是在开发中遇到困难，尚在解决中。  

雅安灾区灾

后重建垃圾

分类 

该项目旨在灾区集中安置点进行垃圾分类

的指导，配备相应的专业设施与宣传资料，

降低灾区垃圾产生量，促进环境改善。通过

“设施配套→培训引导→运营指导→总结

推广”的方式，先期建立垃圾分类示范点，

然后将成功经验推广到更多集中安置区。 

执行团队最初在杨家坝安置点开展了垃圾分类

试点性尝试，因安置点的拆迁，试点无法正常

运行，同时原计划在姜城印象的垃圾分类工作

顺延至 2014 年开展。据反馈，试点后居民的居

住环境卫生情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也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灾后细菌的滋生。 

仁加村“心

融合 .心陪

伴”灾后重

建社区综合

发展服务项

目 

该项目通过在仁加村集中安置社区开展文

娱活动、心理辅导、特殊群体的日常照顾等

服务，挖掘和培育在地社区力量，以实现服

务社区生活环境的改善和居民对社区的归

属感、认同感增强，逐步营造出一个“心健

康、心欢乐、心融合、心支持和心成长”的

五“心”灾后重建示范社区。 

截至 12 月 31 日，执行团队参与紧急救援期的

物资发放，接收物资 18 车，惠及清仁乡的 7 个

村庄 3 万余人；儿童与青少年服务，组织活动

448 次，服务 14266 人次；社区妇女与婴幼儿

服务，组织活动 300 余次，服务 7800 人次；社

区老年人与残障人士服务，服务 1700 余人次；

社区融合活动服务 24000 余人次；《废墟上的

脚印》纪录片拍摄次数达 40 余场，时长达 200

小时。 

甘肃社会组

织联合救灾

平台项目 

该项目旨在通过建设甘肃社会组织联合救

灾平台，协调省内外社会组织救灾资源，引

导和推动社会组织有效参与救灾。 

实现甘肃社会组织联合救灾平台的组建和运

作；完成一期平台能力建设与培训，近 60 人参

加；对社会组织参与救灾人员进行了一期心理

减压；完成四期督导及心理援助工作。 



从汶川到雅

安—救灾中

的公益行业

合作及公民

社会发展变

化趋势研究

项目 

该项目旨在对汶川地震相关志愿服务活动

的文献研究和对雅安地震救灾志愿服务活

动的实地调研，通过对比分析了解我国地震

救灾志愿服务五年间的变化和探寻志愿者

及志愿者团体的合作机制。 

赴雅安进行了两次实地调研访谈工作，目前正

在对雅安灾害应对中行业合作的典型案例进行

分析，已关注案例有：成都公益组织 420 联合

救援行动、壹基金联合救灾、4.20 公益组织救

灾协调平台、华夏公益联合体、雅安抗震救灾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中国水安全计划

雅安行动、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等。 

“ 友 龄 计

划”社区陪

伴项目 

该项目以老人服务为切入点和重点，通过开

展各类的社区服务活动，培养或重建在地社

区组织，逐步满足灾区老人生活娱乐、心理、

健康和社会活动等需求。探索一条切实可行

农村养老模式，解决现阶段国内农村社区所

面临的留守老人、贫困老人等养老的问题。 

暂无 

社区自觉发

展意识唤醒

和生计恢复

能力建设项

目 

该项目旨在通过对基层社区骨干进行支持

和陪伴，挖掘社区内在动力，促进社区居民

自我发展与自我治理的意识提升，提高社区

凝聚力与生计恢复建设的能力，从而带动整

个社区发展。 

开展了两期青年能力建设培训、一期外出参访

学习及 6 次社区交流座谈会。其中，83.5％的

乡村青年代表认为此类型培训受益匪浅。通过

益众的引导和帮扶，现已有 10 余名青年开始在

本地创业。 

“清心驿站

——灾区精

防医生心理

重建专项培

训计划”项

目 

该项目作为执行团队清心驿站的一部分，旨

在通过对灾区内的精防医生进行灾后心理

重建的专业培训，培育灾区本地化的精神健

康及心理支持团队，提高灾区自助互助的能

力。 

2013 年 10 月 14 日，新途对来自雅安市乡镇

一级的精防人员、雅安市精神病医院工作人员

及其他相关曾有过 NGO 创业经验的个人，共 31 

名（其中精防人员 21 名）进行了培训。 

大爱武术功

夫梦义教计

划项目 

该项目旨在通过武行、武德的学习，丰富灾

区青少年的文化生活；培养他们健康的体魄

和自爱、自强、自律的良好品质。 

项目执行周期为一个半月，参与的儿童人数为

170 名。通过武术专业课和文化课，使灾区儿

童强健体魄的同时获得了放松和情感疏导的渠

道，并解决了灾区儿童暑期托管和教育问题。

同时在文化课中融入了环保和减灾防灾教育。 

七一仁加学

校驻校社工

项目 

该项目以“优势视角”为理论指导，在“你

我同行，相互关爱”的服务理念下，从“适

应性帮扶、心理支持、学业辅导、发展性服

务”四个方向开展工作，希望实现震后学生

学生和生活的平稳过渡。 

项目从适应性帮扶、心理支持、学业辅导、发

展性服务等四大方向开展服务，主要包括有自

然灾害下的自我保护以及安置点社区生活卫生

安全教育活动、学生心理援助及成长辅导、学

生课余功课辅导计划，青少年户外体验式培训、

志愿者支教活动等服务。 



“ 古 城 益

生”灾后重

建社区发展

项目 

该项目是一个灾后社区生计发展项目，以社

区“益栈”为基点，通过建立持久社会资源

支持乡村发展网络体系，并利用公益旅游及

电子商务等方式实现城乡互助，在推动项目

社区生计发展的同时，营造出一个具有归属

感的生态可持续发展乡村社区。 

暂无 

 “城乡情-

特别义集”

参与式社区

发展项目 

该项目旨在通过举办城乡互助义集，加强城

乡交流，增强城乡间的互助、互援、互惠，

促进乡村生计发展和互助理念的传播，借此

倡导城乡居民“人人参与、人人平等”的理

念和源于真诚的新慈善观。 

已开展两期城乡情特别义集。 

更详细的项目报告请参阅：http://www.zrgy.org/infomation.asp?cid=19 

 

2.5 基金会组织公益参访 

2013年 12月 19 日－20日，正荣公益基金会组织故乡农园生态社区的代表参

加了在北京召开的首届爱故乡研讨会，并进行了公益走访，学习建设乡村生态社

区的道路，交流培养乡村社区建设人才的方法，为未来在故乡农园建设正荣公益

学校积累经验。 

2013 年 12 月 21 日-26 日，正荣公益基金会项目部人员在长三角地区进行了

为期一周的公益参访。项目部一行人先后

参访了首届社区营造上海滩嘉年华、上海

真人图书馆、禾邻舍、WWF世界自然基金

会、岑卜村、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及杭州市明德公益

事业发展中心。 

在参访过程中，项目部人员与上述公益组织的同仁们进行了广泛、深度的交

流，与这些公益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同时考察、学习了上海社区营造、自然

教育的模式和经验，找到了在长三角地区开展公益行动的切入点，为基金会 2014

年进入长三角拓展公益项目打下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