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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首语 

    2013 年的 8 月,我们在酷热中走进了立秋，台风和雨的到来逐渐掩盖了太阳

的热辣。汗水的浇灌，辛勤的付出，终于迎来收获的果实。8 月，爱故乡计划之

夏雨雨人夏令营在福建、江西、山西和四川等省市的村庄、工业区等十来个社区

进行暑期社区支教和社区活动相继走近尾声。或许有一丝不舍，有一些伤感，但

前进的方向却不能停顿。 

    我们常常很难去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却可以常常用伟大的心去做一些小事。

这也许就是带领我们不止步的动力。 

    8月已过，9月已来，又到月圆人圆的美好佳节。在这里，基金会的所有同仁

恭祝所有支持和关注正荣公益基金会成长与发展的领导、伙伴和朋友们，中秋万

事圆满，身体健康！ 

 

二、 项目管理 

 

2.1 爱故乡计划 

2.1.1 社区大学 

2.1.1.1 社区大学重大项目信息 

为丰富、活跃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让

农村社区、流动人口社区的青少年在暑假能

有一个安全、放松的学习娱乐氛围，2013年

7月 14日至 8月 14日，爱故乡计划之夏雨雨

人夏令营在厦门工业区、汀塘村、大湖之都

社区、福州闽侯关中村、龙岩培田村和雅安

灾区等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社区支教公益活动。活动得到了当地社区各级政府

部门的大力支持和肯定。 



 8月 19-20日，爱故乡计划之夏雨雨人夏令营在厦门“集合艺术营”进行了

项目反思和总结。各支队伍从财务、课程设置、招募学员以及志愿者服务等内容

进行了汇报和总结，志愿者代表也表达了大学生参与暑期支教活动的感受。 

通过一个月的支教活动，志愿者们为工友、社区儿童带来了手工、绘画、安全

讲座、应急知识、亲子游戏、话剧、交通安全、法律知识、户外拓展等形式多样

的夏令营活动。通过夏令营活动为广大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带来了实际的帮助，

也丰富了社区儿童的暑期生活。 

在夏令营开营的过程中，志愿者们也遇到了不曾预料到的问题，如小朋友们对

理论性的知识不感兴趣，课堂纪律差等问题。志愿者们及时反思、讨论、调整策

略，顺应孩子的天性，有意识地将知识教育穿插于活动中，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

习知识。 

 

 
室内课程与室外课堂，动手与聆听相结合，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暑假 



2.1.1.2 社区大学中期工作总结会议 

     2013 年 8 月 21-23 日，爱故乡计划团队在厦门进行了半年总结会议。各个

项目点对各自展开的妇女项目、儿童教育项目、文化讲坛、基础课程班等项目进

行了总结。通过反思，大家一致认为在开展项目过程中一套解决方案是万万行不

通的，不仅要深入社区了解社区状况，更要跟社区各利益相关方打好关系，尤其

是社区居委会及街道、区民政等相关部门。社区发展中社区内的其他组织本身就

是我们要积极影响的对象，他们的转变将对于社区大学项目的发展、目标的推进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光社区大学的直接服务对象要有很好的满意度，间接的

服务对象-各类社区组织也有很好的反馈，项目设计才是比较合适的。 

    同时爱故乡生态联盟也从爱故乡生态书屋、传统手工染纺织计划、淘宝网等

形式进行试验与操作。爱故乡生态联盟是“社区经济建设”的尝试，是探索走公

益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试验。 

 

2.1.2 故乡农园 

2.1.2.1 故乡农园8月份总收入为6310元，其中蔬菜配送收入为4530元，活动收

入为1780元。  

2.1.2.2 基金会公共关系官员徐婧协助农园管理团队完成了工作绩效考核表的

制定，帮助农园的管理团队在过渡时期可以有目标有方向性地展开工作，并对农

园团队的凝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1.3 老房子修缮与保护 

闽侯县关中村老房子项目进入二期维

修阶段。目前完成老房子后区左边、右边

铺砖、墙壁及阁楼墙壁部分；化粪池砌砖

部分；前区右边厕所铺管；并正在进行后

区后院铺砖；中庭区左边 04铺砖；前区左

边 03墙壁；中庭区右边屋面、檐角部分。 

 



2.2 桥畔计划 

为了推动平台伙伴更充分的互动，形成区域性的交流网络，桥畔计划 2013 

年度交流会给予平台伙伴充分的空间，引导参会伙伴根据机构能力和需求自主发

起了七个行动方案，目前有 1个已经完成，3 个正在进行中，1个即将开始。 

2.2.1 卢安克长期支教志愿者培训暨乡村教育交流研讨会 

2013年 8月 12日—2013年 8月 26日，由梦创公益主办的，卢安克主持的长

期支教志愿者培训暨乡村教育交流研讨会正式闭幕。桥畔伙伴中的 12 个机构派出

了 20名代表参与了此次交流研讨会。 

   8 月 13 日—8 月 16 日以长期支教志愿者培训为主要内容，8 月 17 日—8 月

26日是以“农村孩子的真实需要”为主题的乡村教育交流研讨会。 

卢安克带领的集体自由创作     桥畔伙伴与卢安克共同探讨助学中的资助问题 

 

 

 

 

 

 

 

 

探讨交流会 

“这次学到很多东西，也让我们反思做资助的方式，我觉得直接把钱给到学校，

抵扣学杂费的方式会好一些，不让孩子和家长直接接触到钱，也许可以避免一些



由于资助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摘自成都市武侯区新空间青少年发展中心代

表周木森访谈。 

 “希望下次可以有更多的关于‘农村孩子的真实需要’的探讨。希望以后可以

出一本专门探讨这个主题的书，引导社会公众、公益组织看到我们做的事到底是

谁的需要。”——摘自梦创公益负责人李磊访谈。 

  “这次跟桥畔伙伴在一起参加培训，他们的经验给了我们参考，在我们还没有

下到支教点的时候就能够对一些问题进行一些思考，虽然偶尔也会觉得压力有点

大，总体而言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摘自梦创公益天使支教志愿者访谈。 

2.2.2 我的公益.间隔年 

    由蒲公英支教营主办的“我的公益.间隔年”活动已经进入招募阶段，众多桥

畔伙伴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为即将到来的实习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平台。 

 

2.3 正荣微公益  

2.3.1 微公益--“菁英地带”筹得7000元公益金 

2013年 8月 25日下午，正荣公益基金会携手麦田计划和慕贤社工中心组成

的菁英地带爱之队参加了福建电视台综合频道的《急速斗阵行》大型竞技“真人

秀”节目的录制，为菁英地带公益项目募集到 7000元。 

节目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是淘汰赛菁英地带爱之队与福州小猪志愿者队

的淘汰赛，参加扔乒乓球、“摇摇乐”、飞纸牌等比赛。在激烈的竞争中，两队

队员准备充分，表现优异，为自己的队伍努力拼搏，发挥自身的优势，各显神通，

展示了最趣味的竞技画面，带动了全场最热烈的气氛。通过几个回合的较量，菁

英地带爱之队以 4：2 的领先优势淘汰了福

州小猪志愿者队，顺利进入第二个环节。

在第二环节中，菁英地带爱之队勇敢接受

节目组的闯关挑战，甩彩带、帽檐取牙刷、

“保龄球”„„所有的难关在他们的努力

之下，全被攻克。最后，菁英地带爱之队

赢得了 7000元的奖金。本次活动奖金，菁



英地带爱之队奖金将全数用于资助菁英地带公益项目。 

2.3.2 菁英地带驻校社工项目阶段总结 

   2013年 8月 26日，菁英地带项目在鼓山镇红光苑小学举行菁英地带驻校社

工项目总结会议。团市委、福州大学社工系老师、

福建教育电视台、福建日报等代表一起参加了此

次项目总结会议。 

菁英地带公益项目是由正荣公益基金会发起，

慕贤社工中心和麦田计划福州为主要执行团队，

主要针对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其目的是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两项功能进行有

益的支持补充与完善。 

    截止到 8月 20日为止，菁英地带社工站总服务超 5000人次，其中图书自助

阅读 1500人次 ；常规活动“第二课堂” 200人次；校园活动

“榜样的力量”2000 人次；校园活动“微笑拉近你我的心” 2000

人次；社区活动“法制教育开启蔚蓝明天”200人次；志愿者

培养“发现之旅”专业工作小组 200人次。 

    活动开展过程中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接受社会、

企业、个人、组织约 8000元的物品捐赠！ 

2.4、雅安微公益 

   正荣公益基金会与南都公益基金会合作，以配比出资的方式进行合作资助，目

前共资助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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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700 元，项目总资助金额达到 1,324,620元。 

 

正荣-南都合作资助项目一览表 

编

号 

项目名称 执行机构 资助金额

（元） 

项目简介 

1 看门狗——

NGO信息网 

成都市科技新

闻学会 

100,000 该项目旨在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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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开展

民间组织参与芦山地震救灾、安置、重建中的项目信

息披露；全国民间组织公益项目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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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旨在在灾区集中安置点进行垃圾分类的指导工

作，配备相应的专业设施与宣传资料，降低灾区垃圾

产生量，以促进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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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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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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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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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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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旨在对汶川地震、雅安地震救灾志愿服务活动

的实地调研，通过对比分析研究我国地震救灾志愿服

务五年间的变化，探寻志愿者团体的合作机制。分析

我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机制，为将来更有效地开展

救灾志愿服务工作提供可借鉴经验与实施路径。并对

研究成果进行应用性开发，形成培训教材，为以后进

行更有效和针对性的志愿者培训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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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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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执行团队希望以此为契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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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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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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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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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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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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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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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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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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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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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是一个灾后社区生计发展项目，执行团队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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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营造出一个具有归属感的生态可持续发展乡村社区。 

合计 1,324,62

0 

 

 

备注：以上公益项目由正荣公益基金会与南都公益基金会合作完成，双方采用配

比出资的方式进行资助，其中正荣公益资助 440,700 元，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

883,920元。 

 

2.5 对外交流 

2.5.1 正荣公益基金会参与协办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返乡创业论坛 

8月 6日至 8月 8日，由民革海南

省委、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

心、海南省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主

办，正荣公益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

基金会、成美慈善基金会等联合协办的

第二届全国返乡大学生创业论坛的海



南海口召开，正荣公益基金会公共关系官员徐婧、故乡农园王永源前往参加了此

次论坛并介绍了基金会“爱故乡计划”的具体内容。 

本次海南省第二届大学生返乡论坛中，有以海南省政协常委、香港知青联会

长韩阳光为团长的香港代表团，与以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理事长廖嘉展为团长

的台湾代表团，以及两岸三地的各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各公益基金会代表、

返乡青年代表、返乡大学生代表受邀参加本届论坛活动。 

8 月 7 日，参会人员前往参加大学生返乡论坛主题峰会“我的返乡梦——新

故乡动员令”，来自两岸三地的近 300名代表们汇聚一堂，为共建美丽中国，为

返乡大学生就业、创业回报家乡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大学生回乡建设能使乡村社区越来越

有活力与生机，并且这才全国范围内都能得

到一种响应，回故乡做些事情，也能让我们

的生命更有意义。”这是基金会参与此次论坛

的最大初衷。 

 

2.5.2正荣公益基金会考察日本自然学校 

8 月 11 日至 8 月 18 日，正荣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郭美娃、公共关系官员徐婧，

以及来自社区大学、故乡农园、古民居保护

项目的代表参加了日本自然学校的考察活

动。与正荣公益基金会一同参与考察的还有

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 

本次活动由日本公益机构“中日公益伙

伴”、正荣公益基金会、WWF 世界自然组织联合主办，为促进中日双方交流，学

习和吸取日本先进的思路和理念，探索在国内可行的自然教育、环境保护以及社

区可持续发展的新方法。 

本次考察以讲座和体验活动两种形式为主，走访了非常有代表的四所不同类

型的自然学校。其中历史最悠久的 Whole Earth 自然学校和第一家由日本政府投

资、民间运营的田贯湖自然塾位于日本静冈县，以农业家庭生活方式为主题的风



与土自然学校和日本自然学校网络会议的主办方 KEEP 自然学校位于日本花梨

县。 

考察回来后，考察团成员们在福州面向公众举行了“日本自然学校与中国当

下社区发展”的主题分享会，来自福州教育界、NGO 组织、媒体单位等伙伴们参

与了此次分享会。基金会秘书长向给位伙

伴们介绍了各个自然学校的创建历史、发

展过程、活动以及运营特色等重要内容，

同时还结合目前中国社区营造的现状进行

了设想，希望可以通过借鉴日本自然学校

巧妙的的活动设计和完善的服务细节来为基金会在推动社区互助的项目提供有益

的帮助和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