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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首语 

7月份，基金会在项目上取得多个进展： 

基金会联合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启动安徽正荣微公益项目，首次尝试通过

平台性组织开展微公益项目支持；专项救灾基金启动应急流程，支持了两个海南

救灾项目，从项目申请到资金拨付到位不到 24 小时，灵活、小额、高效的资助模

式受到好评；基金会联合业内多家机构，共同发起“基金会有效资助之道”，针对

基金会资助环境不佳和资助能力不足两大核心问题，通过理念倡导、知识生产和

网络培育三种手法，探寻基于本土的有效资助之道；头雁计划第一期培训顺利举

办，致力于挖掘和培养乡村中的有公益心、有想法的农村社区带头人；桥畔计划

平台发布“2013－2014 年度项目总结报告”，对桥畔计划在 2013 年 4 月到 2014

年 5月的工作进行梳理和反思„„ 

对于基金会而言，创造多元的社会效益和价值是机构的天职和本份，我们将

以最大的努力做好本份的事情，以此回报捐赠方及社会各界伙伴对我们的信任。 

 

         二、项目管理 

2.1 正荣微公益 

2.1.1 安徽正荣微公益项目启动 

    2014年 7月，正荣公益基金会与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联合发起安徽正荣微

公益项目，这也是基金会首次尝试通过平台性组织开展微公益项目支持。项目支

持益和公益服务中心开展安徽省 NGO支持计划，计划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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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资金支持鼓励和推动自组织积极份子进行公益行动；二是结合立本协力营等

工作坊并通过咨询协作等提升自组织核心人员工作能力。项目资金支持由正荣公

益基金会提供，能力建设和项目协作由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提供。7 月 1 日，

平台发布项目招募公告，8月份将进行项目的评审。 

2.1.2 “上海闵行绿色健康家生活”持续推进 

2014年 7月，由正荣微公益支持的“上海闵行绿色健康家生活”项目持续推

进。项目执行组在君莲新城二居委

爱庐社区、君临花园社区开展了系

列活动，居民都积极参与。 

    7月上旬，项目组成员和志愿

者在两个社区发起成立了“废弃物

软包装手工小组”，通过组织小组

活动和培训，教居民们动手，让低

价值资源变成生活实用品与工艺品，并用此来打造楼道环境。 

7月下旬，君莲二居委组织环保手工制作课程，项目工作人员姜玫瑰老师及

梅陇三村两位绿主妇手工志愿者到场授课。此次活动较 7月 14日的环保手工制作

的一个不同点在于，上一场的活

动所有的制作用品都是现成提

供，学员只要插制手工艺品即可。

而此次，学员除了要插制手工艺

品外，还了解了利乐包的剪裁、

纸三角的制作的整个流程。活动

过程中，老师还通过问答的形式，

向青少年们传授环保知识、巩固环保理念。 

 

2.1.3 微公益支持推广儿童绘本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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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7月，正荣微公益支持丁当故事家族在福州推广儿童绘本阅读。项目

针对城市儿童在课外阅读和开放教育上存在的缺失，借助户外故事会、戏剧社、

阅读推广讲座、故事讲述培训等形式，在福州的各个角落散播更多“故事”的种

子；透过故事打开孩子的视野、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优秀的品格并实施开

放式教育。 

2014－2015，该项目

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将故事

会举办地延伸到福州的 15

个户外公园或社区，通过

定点定期举办的故事会，

尽量让阅读贴近每个孩子

的日常生活，使得孩子们

可以就近参加故事会，并

以此促进社区文化。同时，

项目将逐步建立小义工群体并倡导孩子们真正参与组织和协调工作。 

2.1.4 南京微公益“艺起展翅计划”开展 

2014年 7月，由南京微公益支持、南京阳光心理咨询中心主办的“艺起展翅

计划”启动。该项目是为 7-12

岁之间的外来务工子女及城市低

收入家庭子女设计的暑期艺术成

长团体活动。 

活动由阳光心理咨询中心的

资深心理师——黄凯瑩全程带

领，每周一到周四针对性开展课

程。课程通过艺术创造的过程，

帮助个体承受那些无法忍受的感受，使混乱和失序的想法能够被包容和控制，处

理成长转换的冲突；通过表达性创作获得自信心和成就感，更进一步通过小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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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增进群体支持，将个体经验通过多元艺术表达出来。 

2.2 正荣专项救灾基金 

2.2.1 救灾基金紧急支持海南救灾项目 

2014 年 7 月 21 日，正荣公益基金会发布信息，关注超强台风“威马逊”救

灾。7月 22日，专项救灾基金启动应急流程，支持了两个海南救灾项目，从项目

申请到资金拨付到位不到 24 小

时。 

其一是由授渔公益发起的针

对海南台风受灾地区的“饮水净

化和环境卫生预防”项目，该项

目计划实现以下几个目标：1.搜

集受灾地区实际饮水和物资需

求；2.发布实际需求给合作伙伴

或企业参与救援；3.紧急处理饮

用水净化和临时厕；4.培训本地团队：灾情搜集、信息发布、物资发放、项目申

请；5.制定灾难后需求项目计划书。正荣专项救灾基金支持该项目的人员费用，

合计 23200元。 

其二是北京绿舟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发起的针对海南昌洒镇“志愿者专业救援

技术支持”项目，该项目特派遣绿舟救援队三名核心骨干队员前往昌洒镇应对物

质发放、灾后重建的专业支

持。正荣专项救灾基金支持

该项目的人员费用，合计

33725元。 

正荣公益基金会将持续

关注超强台风“威马逊”受

灾地区需求，资助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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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救灾工作，重点支持工作方向：1.社会工作人员派遣；2.心理危机干预；3.

关爱灾后家庭和社区；4.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同时，我们呼吁民间力量理性参与

救灾，秉承公开透明、自律严谨的救灾准则，以灾区群众需求为本，结合自身专

长合理安排资源，积极参与紧急救灾。救灾项目申请邮箱：zrjz@zhenro.com；联

系人：李盼，联系方式：15260220867。 

2.2.2 基金会主办专业防灾减灾论坛 

2014年 7月 12日－13日，首个由民间组织发起的“中小学校园安全防灾减

灾论坛及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该论坛由正荣公益基金会主办，香港理工大

学——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协办，北京民众永安应急技术中心、卓明灾

害信息服务中心、平安星减防灾教育中心等联合承办。 

自 2008年 5.12 汶川大地震以来，社会对中小学校的防灾减灾工作投入了高

度的热情与关注，教育部相

继出台了多个与中小学生防

灾减灾相关的法律法规，加

强中小学生防灾减灾教育。

此次论坛的举办，正是基于

此背景，旨在积极探索符合

我国国情的、高效率、可推

广的校园防灾减灾工作模式

与项目范本，为更多的从事中小学校园防灾减灾教育培训的民间机构，搭建一个

交流、互动、学习的平台。 

会议就我国校园防灾减灾教育现状及其挑战，以及民间组织在学校防灾减灾

工作中的定位和作用等问题作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会间香港理工大学——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的执行院长顾林生先

生、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前岛幸司先生、救助儿童会钟平、国际计划安全学校项

目张红漫、青年政治学院附中校长姜源、北京平安星减防灾教育中心刘宝宗、北

京民众永安应急技术促进中心于昕洋、壹基金的项目官员薛诚等就有关中小学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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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减灾教育方面的工作开展了经验分享。北京师范大学社发院的张强教授作了会

议总结。 

2.3 爱故乡计划 

2.3.1 头雁计划第一期培训顺利举办 

2014年 7月 3日－9日，由正荣公益基金会支持，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办

的头雁计划第一期培训在北京顺利举办，来自全国各地近 40名头雁学员参加了培

训。头雁计划致力于挖掘和培养乡村中的有公益心、有想法的农村社区带头人，

为他们建立继续学习和相互支持的协作网络，给予他们理论、实践、精神、资源

等层面的支持。 

第一天培训：宏观视野、内置金融与环境教育 

7月 4日上午，中国农业大学的何慧丽老师来到中心，与大家一起分享她的

经历，分享她对于乡村建设的理解。何老师还提出另外一层头雁的含义，认为政

府、商人和名流，这三种人是目前的头雁。何老师还分享了她从豫东到豫西的 10

年和当代新乡村建设的经验。紧接着，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老师给大家分享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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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内置金融，并讲述了自己共同参与的郝堂村案例。下午，普润园的米莱老师

开始分享起他建立的普润园，并提出“食育”概念，用视频的方式，给大家分享

了孩子们在普润园中的教育与生活。 

第二天培训：生态家园与传统文化 

7月 5日上午，张兰英老师

抛出了“生态家园”的概念，让

小组来讨论什么是生态家园，并

说出家园的满意与不满意的地

方，学员们非常积极的参与到讨

论中，并从家、村庄、周边环境

三个角度来回顾自己家乡。下午，

芬芳书院的尹春涛老师给大家分享了传统文化，并谈起了自己在山西一个村庄中

的话剧表演。期间，我们的学员们现场分组，组建了一个戏剧团，就一个节日或

者童谣的主题，让大家去展示。有小组是分享中秋节全家团圆的场景，有小组是

用全国各地的方言介绍自己的家乡歌谣，学员的表演天赋在此刻展现地淋漓尽致。 

第三天培训：参访农夫市集以及小毛驴、拍照技巧的学习 

7月 6日，学员们开始了外出参访学习——农夫市集和小毛驴市民农园。7月

6日下午，学员返回了中心，并

邀请北京午报记者凌福平老师给

大家介绍如何拍照，凌老师用自

己获奖的照片，来通俗易懂的描

述拍照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诸如

框式构图、对称构图等，并在课

后也评价了学员们在小毛驴拍照

的效果，为后续学员们回到自己

的家乡，用自己的视觉拍出自己的社区做准备。 

第四天培训：如何做一个社区带头人？ 

7月 7日，安徽阜阳从事多年合作社的社区带头人杨云标老师和山西永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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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五女老师，身体力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自己在社区中碰到的问题以及

如何解决这样的一些困难，让学员们懂得社区带头人需要具备的一些常人所没有

的特质。下午，针对社区带头人在村庄中经常开会而效率很低的问题，杨云标老

师给大家讲述了萝卜白菜规则，让学员们懂得如何有效开会，其中涉及到我们要

做到“一事一议、不要偏离主题”，要学会“限时限次”，还要懂得正反轮流，才

能保证大家的观点都能发言到。 

第五天培训：如何做好下一步的规划？ 

7月 8日，张兰英老师给大家又做了一次总结，让学员们通过一对一访谈、

再通过小组交流的方式，探讨出作为社区带头人需要具备的潜质。之后，张老师

引导大家探讨：回到社区中需要做哪些事情，让大家在参加培训之后能够有一个

合理的规划。最后，我们的学员们开始发挥自己想象，给自己的头像画了一个相

框，让伙伴们写上一段话，让学员们回到社区后能够相互鼓励，共同陪伴成长。 

2.3.2 主流财经媒体走进故乡农园 

7月 12日，来自第一财

经日报、华夏时报、财新传

媒等权威财经媒体人齐聚福

州故乡农园，探寻正荣公益

的故事，这也是继今年长三

角媒体和地产自媒体之后的

又一次媒体故乡农园之旅。 

在故乡农园的归农书

院，眼光犀利的财经媒体人发现了正荣的另一重要基因——责任。归农书院是正

荣公益“爱故乡计划”的项目，村中有很多古厝祖屋因为原住民的搬离而被闲置，

这些老宅子大多数荒芜倒塌。为了修缮并再利用这些承载着历史的古建筑，正荣

公益请专家学者商讨方案，经过半年时间精心修复了古民居，并带动了当地居民

一起创立新型农村生态综合平台的热情。 

在生态社区负责人细雨的带领和讲解中，媒体人细游了一番归农书院，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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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拥有 200年历史的古宅中，从古代牌匾到新式窗棂，再到贯穿老宅的排水工程，

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了每一处历史与修缮古今交叠的痕迹。同时，久居城市的媒体

人，也对书院倡导的“晴耕雨读”生活方式津津乐道。 

在归农书院内的小展台上，陈列

着丰盛的农家产品，有新鲜可口的绿

色蔬菜，有刚采摘下树的当地荔枝，

还有通过生态栽培技术丰收的茄子

等农产品。媒体人了解到，这些新鲜

的瓜果蔬菜，都是来自正荣公益“新

农夫计划”的生态农场。该计划吸引

了 4支新农夫创业团队入驻，开展蔬菜种植、生态养殖、朴门农法和阳台种植等

业务。其中新农夫林则忠，大学毕业后从北京回到了福建，加入“新农夫计划”，

承包了 10亩地，杜绝农药化肥，采用纯物理的方式种植蔬菜，虽然不能达到规模

化的高产，但生态蔬菜常年供不应求。 

正荣公益的新农夫计划，为生态社区 “自给自足，晴耕雨读”的自然生活方

式做了注脚，也让媒体朋友们在享受到一场原生态的农家盛宴后，对正荣公益的

“接地气”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2.4 桥畔计划 

2.4.1 平台持续性工作 

2014年 7月，桥畔计划平台继续开展 2014 年合作机构档案整理工作；跟进

2014年合作机构协议签订；跟进 2014－2015 年合作机构首款拨付；持续走访、

调研，共走访了 4家机构。 

2.4.2 平台“2013－2014 年度项目总结报告” 

2014年 7月，桥畔计划平台发布“2013－2014年度项目总结报告”，对桥畔

计划在 2013年 4月到 2014年 5月的工作进行梳理和反思。2013年，桥畔计划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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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和支持了 27家不同类型的初创期教育公益组织，其中新合作机构达到 21家，

完成“2013－2015 年共辨识 15－20 家初创教育公益组织”的预期目标；教育公

益组织的学习和交流网络利用初步形成，网络交流机制还需要继续探索。报告根

据桥畔计划的项目目标，从对社会、对合作的教育公益组织、以及对教育公益组

织行业三个方面分析了桥畔计划带来的效果与影响，主要包括：1.通过支持教育

公益组织的发展，改善影响儿童发展的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问题；2.通过最长至

三年的合作，降低初创期教育公益组织渡过瓶颈期的风险，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打

下基础；3.通过对初创期教育公益组织多元化的支持，实现丰富教育公益行业生

态 的 目 的 。 报 告 同 时 还 梳 理 了 经 验 教 训 。 查 阅 报 告 请 点 击 ：

http://www.zrgy.org/upload/2014/20140808164813_9013.pdf 

 

2.5 “有效资助之道”项目启动 

近年来，基金会数量增长迅速，管理的社会资产体量愈发庞大。与此同时，

大多数基金会采用自我运作的方式开展工作，已经开展资助的基金会资助能力尚

显不足。随着行业发展，通过资助来实现基金会价值的理念正在被更多讨论和接

受，基金会的资助行为会越来越多，提升资助的有效性势在必行。 

“基金会有效资助之道”是由正荣公益基金会、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亿方

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社会资源研究所 5家机构联合发起的研究和倡导

项目。项目针对基金会资助环境不佳和资助能力不足两大核心问题，通过理念倡

导、知识生产和网络培育三种手法，旨在倡导更多基金会通过资助实现社会价值，

探寻基于本土的有效资助之道。 

http://www.zrgy.org/upload/2014/20140808164813_9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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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计划陆续推出“资助者说”、中国基金会资助行为和现状的基础调研、有

效资助知识框架、基金会专题研究等一系列知识产品，并通过资助者学习网络的

培育，实现知识的实践应用，同时联合行业开展系列倡导活动，以共同推动有效

资助在中国的践行。 

 

三、媒体报道 

    2014 年 7 月，《家园》杂志、NGOCN、湄洲日报、《正荣视线》等媒体对基金

会及其公益项目进行了视频或文字报道，总计 6次，附件是 7月份基金会得到外

界媒体关注的汇总。 



 

 

7 月份媒体报道汇总表 

项目 媒体名称 报道日期 报道主题 新闻链接 备注 

正荣微公

益 

NGOCN 2014.7.1 
安徽地区正荣微公益小额支持项目

招募 
http://www.ngocn.net/?action-viewnews-itemid-90652 

列表信息，均是媒

体对基金会所支持

的公益项目的报

道。 

《正荣视线》 2014.7 
一片赤心走金陵－－南京微公益项

目纪实 

http://www.zhenro.com/mlist/Magazine/2014728155248/i

ndex.html 

《家园》 2014.7 艺术家工作室开放日活动  

正荣专项

救灾 

中国自救求生

网 
2017.7.13 

中小学校园安全防灾减灾论坛及学

术研讨会 
 

爱故乡计

划 
湄洲日报 2014.7 爱故乡计划 让爱更恒久 http://www.zrgy.org/project_view.asp?aid=586 

有效资助

之道 
NGOCN 2014.7.23 

吴军军：向大家谈一谈我眼中的小

额资助 
http://www.ngocn.net/?action-category-catid-3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