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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首语 

2月，是中国的农历新春。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正荣公益基金会全体成

员以饱满精神和干劲，迅速投入工作状态：正荣微公益在与平台型公益机构开展

合作的同时，也资助创新类公益项目，营造社会创新氛围；正荣专项救灾通过小

额项目资助，支持乡村社工人才队伍能力建设；全力探索【你好，社区】（城市社

区营造项目），培育社区互助氛围，以“静觅时光”花艺咖啡社区空间作为试点，

开展系列社区活动以及动员。 

2015年开年后的各项工作中，我们将基于 2014年的工作经验，在更新的起点

上，努力调动团队成员的创造性和能动性，逐步清晰机构核心竞争力，完善和规

划好项目管理的模式和规范，更加广泛地与社会大众媒体合作，全力探索【你好，

社区】项目，为城市社区注入新的活力，继续在公益路上探索与成长。 

 

二、项目管理 

2.1 正荣微公益 

2.1.1 平台型公益机构支持 

(1)江西“益心益意”支持性工作年度报告 

一、项目背景： 

2013 年，益心益意致力于全省公益网络的搭建，通过救灾和调研，基本搭建出了

全省的网络框架，尤其是区域的网络，包括 QQ 群。 

2014 年，在继续强化网络搭建的基础上，开始针对江西公益组织的需求，进行能

力建设，提供培训服务以及咨询。 

2014 年，随着救灾工作和冬季温暖包工作的开展，在夯实网络的同时，也开始在

江西各个地方，为各地的志愿者组织开展志愿者培训，以及为公益组织的负责人

开展能力建设，以提升江西公益组织的能力。 

二、工作内容： 

（一）江西公益组织调研 

2013 年 11 月，益心益意争取到了乐施会在支持，包括开展全省公益组织调研的

http://www.zrgy.org/project_view.asp?aid=992
http://www.zrgy.org/project_view.asp?aid=992
http://www.zrgy.org/project_view.asp?aid=992
http://www.zrgy.org/project_view.asp?aid=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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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从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 月，历时三个月，走访了 11 个地市的 72 家组织。 

调研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针对南昌市内的公益组织调研；另外一个就是针对

全省其他地市的公益组织的调研。 2014 年 1 月中旬完成调研，2 月完成数据输

入整理和报告撰写，3 月初调研报告印刷出来并召开了调研报告分享会。最终产

出了 2 个报告：《2013 年江西民间公益组织发展报告》和《2013 年江西省志愿者

义工组织调研报告》 

（二）江西公益组织交流 

从 2014 年 1 月 1 日开始，截至 2014 年 12 月 1 日，共有 12 次交流分享，包括年

会、沙龙、发布会和交流会。 

2014 年 1 月 4 日，第二届江西民间公益组 

织年会；2014 年 3 月 2 日，江西 2013 年民间公益组织调研报告发布会；2014 年

5 月 18 日南昌公益组织沙龙。 

 

（三）公益组织陪伴成长 

中华义工联江西分会因为该组织换了新的负责人，碰到一些问题，和我们交流，

我们根据他们的需求来提供咨询和服务。而知行创新空间因为新成立，需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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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心益意大力支持。 

（四）志愿者组织培训 

2014 年，我们应各个地方组织的邀请，我们开始了全省志愿者组织的培训。具体

的培训情况如下，共 24 次培训，1 次志愿者组织管理层培训。 

三、总结： 

2014 年是益心益意全面铺开的一年，通过努力，江西公益开始慢慢活跃起来，大

家的公益理念和观点也慢慢发生变化，尤其是通过志愿者培训，对比了慈善和公

益的区别，着重强调了公益的理念，为这些机构开展工作和服务提供了理论基础。 

未来，将继续通过基金会的支持，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针对性的开展志愿者和

志愿者管理培训、项目和项目管理理念，以及参与式工作方法。通过这些培训，

一方面是提升这些组织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开发出适合江西本地的志愿者教材，

乃至志愿者培训师队伍。通过建设这样的师资队伍，我们相信会有力的促进江西

公益组织能力发展，壮大江西公益力量，为未来江西公益腾飞而准备。 

必须承认的是，因为人力、经验和资金的限制，工作还有很大需要改进的地方，

未来将会继续努力，通过招募和增加人手、学习和培训以及申请资金，来更好服

务江西公益组织，履行益心益意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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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工作报告及财务报告详见网站内附件： 

（链接: http://www.zrgy.org/project_view.asp?aid=967） 

 

（2）重庆正荣微公益项目总结报告 

一、项目背景： 

针对目前重庆公益组织在发展中所存在的制约，以及自身组织的诸多问题，比如

公益人才的严重流失及现有从业人员的专业性不足，团队建设和人员管理难，机

构发展规划模糊和项目设计能力缺乏、缺乏资金支持等，现立足于正荣微公益小

额支持的要求和自身 NGO 能力建设支持的宗旨，计划在半年时间内对筛选出的

10 家公益组织进行小额 5000-8000 元的项目支持和贴合能力建设实际需求的成长

陪伴，以期解决部分组织的项目管理、人员培养及机构战略等问题，提高其生存

能力、管理能力、资源链接能力和规范专业性。 

二、项目时间： 

2014年 7月申请此小额项目，项目期限为 2014 年 8月 10日至 2015年 2月 9日。 

三、项目目标： 

1、总体目标：为服务对象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满足本土公益组织或个人个性

化需求，促进合作交流，推动公益创新。 

2、具体目标： 

（1）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对本土公益组织/高校社团特色项目（可行性较高、具有

创新性）给予支持，鼓励组织在自我成长的同时大胆实践创新。 

（2）对优秀的公益个人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引荐进公益组织，或吸取其金点

子，向相关组织推荐其优秀项目设计，鼓励其创新。 

（3）该项目能提高组织自身的生存能力、机构管理能力和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

性，增进公益组织合作交流、分享支持，使行业更谐和、团结、规范、自律，从

而提高重庆公益行业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四、项目实际工作内容： 

A.资金支持：主要根据合作方提交的材料和财务情况拨付项目款，协议签后拨

70%、中期审核后拨 20%、结项审核后拨 10%。对于到期未提交材料的伙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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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和督促，为未执行过项目、财务表繁杂凌乱的伙伴提供简洁清晰的财务表模

板、发票开具说明和凭证的制作指导等梳理财务。 

B.技术支持：合作伙伴可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任何时候提出问题，我方会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一对一服务指导，比如发票开具问题、资源短缺问题、材料撰写问题

等。我方也会根据自身的项目经验主动为合作伙伴指出不恰当或有待完善的地方，

也会针对问题提出完善建议，当然也完全尊重伙伴的意见、遵从伙伴的决定。 

 

（完整项目报告详见网站附件 

链接：http://www.zrgy.org/project_view.asp?aid=969） 

 

（3）宁夏正荣微公益项目总结报告 

一、项目背景：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西北内陆，经济文化都发展相对缓慢，而在公益事业方面，

更是起步较晚。在整个宁夏 NGO从业的领域，大致可分为科技与研究、生态环境、

教育、社会服务、文化体育、工商业服务、农业及农村发展等方面。现就整个民

间组织发展来说，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民非及基金会数量少、能力比较弱、创新

性差，且从业人员的素质低等。此外，宁夏境内的一些民间组织之间相互的联系、

相互的沟通较少，而在现有的基金会当中，他们的筹资能力都很低，根本无法推

动整个公益行业的发展；境内的一些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也比较差，相对来讲，

比起东部沿海地区，那就差得多了。从政策引导这一块，宁夏政府的政策引导关

注的范围比较狭窄，更多是将重点放在推动慈善事业上，对一些发展中的民非机

构几乎毫无关注。而外部无论是从国际还是国内的一些 NGO来看，他们对宁夏的

关注的力度也比较小。 

二、项目目标： 

1.总目标：通过小额基金支持草根机构增强基层实践能力 

2.具体目标： 

（1）支持 5-8家组织，每家机构小额资助资金 3000-5000不等； 

（2）对机构进行支持和督导使之通过小额项目寻找到机构核心业务； 

http://www.zrgy.org/project_view.asp?aid=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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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范机构财务和业务流程； 

（4）完善小额资助流程和支持体系； 

三、项目所关注的问题： 

1.宏大的问题 

（1）关注公益组织增量和存量的发展，特别是有潜力发展为专业领域的机构； 

（2）处于转型期的慈善类、志愿者组织； 

2.具体的问题： 

（1）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环境、就业、教育、少数民族文化差异问题； 

（2）公益组织缺乏活力，基本上以基层的救助、救助层面的组织较多； 

（3）专业化程度较低，公益细分领域机构太少； 

（4）公益组织发展资源瓶颈问题； 

四、项目执行： 

1.申请阶段： 

9月 15日-9月 30日，宁夏·正荣微公益小额基金项目正式在宁夏地区启动，并

对外公开招募合作伙伴，在此阶段共有来自银川、固原、石嘴山、中卫四个市区

的 9家机构提交项目书进行项目申请，而项目内容多以教育类为主。 

2.项目审核阶段： 

10 月 10 日，项目小组邀请宁夏地区在项目执行方面从事多年的 5 位嘉宾一同进

行项目评审，经过项目小组一天多时间的审核讨论，通过对项目目标、可行性、

创新性、财务等维度进行评审，并且对申请人的能力和机构影响力等综合考量，

最后选出了 6家组织进行资助。并于当日对外公开入选机构，随后由社创中心总

监对入选机构进行一对一的项目咨询支持，对项目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并签署资

助协议。 

3.项目执行阶段： 

11月-12月，为各机构项目正式开展阶段。 

我们对各个机构的项目做了详细的了解和分析，对其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

题以及会带来的影响一一做一分解，使项目在这一领域更具专业性。 

在此期间，6家机构分别对项目进行了微博、微信传播。并按时提交工作简报（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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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可查看附件）。 

在整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宁夏青年社会创新发展中心忠实的扮演着支持者和协

助者的角色，除了对各个机构予以资金上的支持以外，更重要的是在项目实施方

面加以指导。 

五、项目后期产生的影响： 

1.小额资助支持体系的建立 

通过宁夏·正荣微公益小额基金项目，初步建立了针对宁夏公益机构所使用的小

额资助支持体系，对一些还处于发展中的民非机构，除了要有资金方面的支持外，

更重要的是多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使大家不在做“井底之蛙”，能够走出自己

所服务的领域，开阔视野，学习其他机构的发展优势，取长补短，这样才能提高

自身的专业性，成为服务领域中的强者，从而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2.慈善类、志愿服务类机构转型的案例 

宁夏地区因地处内陆，公益事业发展一直相对缓慢，而发展的重心也多放在慈善

捐助及志愿服务方面，很少有人关注公益行业发展。通过此次项目，我们努力推

动机构自身及整个服务领域的发展，从以前的单纯募捐上升到通过一次活动来开

展义卖；从以前的单纯活动宣传上升到借助多种媒体进行造势，把以前的只有“少

数人”参与的志愿活动通过项目的实施发展成为一项可以不分年龄，不分层次，

大人、孩子“全民”均可参与的公益活动，成功推动了各个机构的公益转型。 

3.小额项目促使资助机构的发展的案例 

青苗社工的第二社区项目，目前得到了来自社区、团委层面的关注和支持。社区

邀请第二社区入住，团委的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邀请青苗提供服务。 

星语家园的手工皂，在一场晚宴中获得了 10万元的资助金，另外近期媒体一直在

播报销售手工皂。借此智障人群的支持性就业基本建立；农家肥项目入选由青创

社区发展体系 2015年度项目支持。 

 

（完整报告及财务报告详见网站附件 

链接：http://www.zrgy.org/project_view.asp?aid=968） 

 

http://www.zrgy.org/project_view.asp?aid=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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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创新类公益项目支持支持 

2015年 2月，基金会在持续跟进已资助项目进展的同时，也资助创新类公益

项目，支持创新类公益项目的成长。详细资助信息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执行机构 执行周期 资助金额

（元） 

项目简介 

01 小区居民

生活垃圾

干湿分类 

福建省环

保志愿者

协会 

2015 年 1

月 1日--- 

2015年 12

月 31日 

30,000.00

元 

本次“蓝山四季”小区居民生活

垃圾干湿分类项目旨在通过向

小区居民普及生活垃圾干湿分

类常识，动员号召小区居民积极

参与到垃圾分类的项目中来，并

利用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将分类

好的垃圾转化为肥料，减少环境

污染并创造出新的经济价值。 

02 农孵上海

沙龙项目 

北京微爱

城乡发展

服务中心 

“举办地

方 为 上

海，举办

时间为当

月月底的

周六或周

日。 

30,000.00

元 

“农孵上海沙龙”公益项目是北

京微爱城乡发展服务中心的农

孵之友们自组织的三农问题聚

会，旨在帮助青年朋友们从经

济、社会、金融、教育、医疗、

环境、建筑、音乐、民俗等角度，

了解今日中国农村的相关议题

与现状，观察中国农村的世纪变

迁与现代化程。 

03 爱家乡公

益服务空

间项目 

山东青州

爱家公益

服 务 空

间、江苏

房村公益

服务空间 

2015 年 1

月--- 

2015年 12

月 

40,000.00

元 

该项目创造一个公益服务空间，

从针对儿童、青少年及家长的阅

读、兴趣小组、亲子活动等服务

入手，发掘和链接社区历史，促

进社区关系，丰富社区社会资

本，构建一个互助、学习、有爱

的家乡。同时，调动更多的同乡

人一同参与，并培育和支持本地

骨干团队和本地资源，持续的开

展服务。 

04 第四届云

南公益组

织年会 

云南协力

公益支持

中心 

2014年 11

月 1日--- 

2015 年 3

月 30日 

29,892.00

元 

该项目采用论坛形式，反馈公益

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

需求，促进民间公益组织与政府

之间的积极沟通，更多有建设性

的建议能够被纳入到决策者的

考虑范围中，为云南省公益事业

发展做出努力。邀请参与调研的

民政部门与云南公益组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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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05 国仕资本

研究协会

国际政经

系列讲座 

国仕资本

研究协会 

2015 年 3

月 1日--- 

2016 年 5

月 31日 

14,000.00

元 

国仕资本研究协会，正式成立于

2013 年 6 月，前身为 2005 年成

立的北大、清华、人大三校财经

政法青年精英联合组织，旨在向

青年人传播中西文化经济领域

的不同观念，促进经济文化交

流，帮助青年人拥有国际视野，

融入国际体系。每一季有不同的

系列主题：国际贸易投资、国际

非政府组织发展、国际智库发展

等专题。 

 

2.2 正荣专项救灾基金 

2.2.1 支持成都“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项目 

一、项目名称： 

乡村社工人才队伍能力建设 

二、项目背景： 

2013 年 4 月 20 日 8 时 02 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7.0 级地震，爱有戏已

在此灾区开展灾后援建工作一年左右，建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政府关系，爱有

戏以乡村社工目前正在执行的老年公益茶馆作为平台，结合灾后农村老年群体服

务，在服务开展过程中给予乡村社工能力建设和资源支持，以服务为促进农村本

地社工人才发展为切入点。主要通过乡村社工初步技能培训；绘制乡村资源分布

图，培训拍摄技巧；农村社区组织培育，搭建完善村社工站等几个工作内容来完

成在半年的时间内巩固、培育飞仙村的乡村社工人才队伍，为她们寻找项目资助，

支持她们继续在本村开展社区重建服务工作，最终成为一支能独立发展的乡村社

工队伍。 

正荣公益基金会支持爱有戏项目肆万玖仟玖佰伍拾元整（小写金额 49950.00

元），作为爱有戏巩固和培育乡村社工的经费补贴。 

三、项目概述： 

通过系列性和针对性的系统培育，围绕培育发展社区组织，打造一支属于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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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社工人才队伍，有效避免大量公共服务硬件和设施的浪费，并为飞仙村本地

建设一支真正能服务群众的社工人才队伍，成立飞仙村社工站，建立持久有效的

飞仙村公共服务网络支持体系，推动飞仙村灾后重建社会创新管理发展。 

目前，经过爱有戏一年多的项目服务，已经发掘出一批热心的本地志愿者和乡

村积极分子，爱有戏已正式聘请三名本地妇女参加爱有戏的灾后项目工作，为了

更好的支持农村社工人才发展和能力建设。 

四、项目实施地点： 

雅安芦山县飞仙关镇 

五、项目执行周期： 

2015年 3月 1日——2015年 8月 31日 

六、项目目标： 

通过用半年内的时间继续巩固和培育乡村社工，为其寻找项目资助，由爱有戏

义务给予各方面的支持（物资、项目人员、管理、财务），支持其继续在本村开展

社区重建服务工作，成为一支能独立发展的乡村社工队伍。 

 

2.3 你好，社区 

2.3.1“静觅时光”社区公共空间 2月份活动汇总 

（1）活动 01丨互联网创业分享： 

2月 5日晚 19：30-21：00，本期创业分享由微软创新杯全国大学生挑战赛特等奖

获奖团队成员——林成凡，与伙伴们分享互联网新知，分享内容为：互联网推广

等。 

 

（2）活动 02丨旅行分享·摩托骑行西藏： 

2月 6日晚 19：30-21：00，几年前户外走线时认识邱老师，当时老师刚从西藏回

来不久，虽然调整了些许日子，但骑行旅程相当耗费体力，依然未恢复原状。但

按照驴友的说法，几周不出来磨磨蹄子，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就像我现在开了静

觅小店，每周一次的爬山，搁置了许久许久。该期旅行分享，邀请了闽侯实验中

学的语文老师——邱老师分享他的西藏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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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动 03丨制作环保酵素： 

2月 8日下午 14：30-16：30，福建省环保酵素推广项目组负责人——严璐老师，

现场教授大家制作环保酵素，酵素在南太平洋群岛几乎每个家庭都制作使用，在

日本台湾等环保推行的比较好的地方也普遍可见。近期在我国民间也很是受推崇。

其特点是，制作过程简单、制作材料随手可得、节省金钱、用途广泛，还帮助减

少垃圾量。 

 

#怎么去静觅时光# 

地点：福州市凤湖路 110号（融侨锦江新天地 A2-6，静觅时光，乌山西路快到江

滨，窈窕淑女、惠佳一医药商店旁） 

交通：搭乘 61、7、130、98路至“融侨锦江新天地”站；312、103、65 路至“凤

尾”站 

联系方式：0591-8371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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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每周于基金会官方网站将跟进“静觅时光”社区公共空间的活动并实时更新

活动预告，敬请期待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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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体报道 

2015 年 2 月，新华网、《东南卫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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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附件是 2月份基金会得到外界媒体关注的汇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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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故乡 

新华网 2015.2.3 中国新农人投身乡村建设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03/c_111424156

9.htm 

列表信息，均

是媒体对基

金会所支持

的公益项目

的报道。 

新华网 2015.2.4 
“新农人”的再造乡村 

 

http://202.84.17.54/content/20150204/Articel05006BB.htm?f

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东南卫视 2015.2.22 故乡农园“新农夫”的“团圆年” http://www.zrgy.org/news_view.asp?aid=966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03/c_1114241569.htm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03/c_1114241569.htm
http://202.84.17.54/content/20150204/Articel05006BB.htm?from=singlemessage&amp;isappinstalled=0
http://202.84.17.54/content/20150204/Articel05006BB.htm?from=singlemessage&amp;isappinstalle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