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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 2014 年度财务决算与 2015 年度预算报告

一、2014 年度财务决算

（一）基本情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我会资产总额为 355.82 万元，负债总额为 0万元，

净资产总额为 355.82 万元，其中：限定性净资产 31.87 万元，非限定性净资产

323.95 万元。

2014 年度总收入为 1586.6 万元。其中：捐赠收入 1583.62 万元，利息收入

2.98 万元。

2014 年度总支出为 1533.29 万元。其中：公益项目支出 1479.25 万元，管

理费用支出 32.2 万元（其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11.94 万元，行政办公支出 20.26

万元，筹资费用支出 21.85 万元）。

根据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2015 年 1 月，福建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对我会进行了 2014 年度审计工作。审计结论：我们认为，福建省正荣

公益基金会财务报表已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4 年度的业务活动状况和现金流量。2014 年公益事业支

出占上一年基金余额的比例为 489.00%，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本

年支出的比例为 2.10%，全部符合《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要求。

（二）2014 年度资助的主要公益项目

1、捐赠项目成本

其中：扶贫助残，扶助弱势群体 242.1 万元

（1）扶贫助学 172.61 万元，总计支持了 6个项目。其中：①汀塘正荣福寿

金 105.33 万元,通过向汀溏村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每月 300-600 不等的养老

补助，鼓励老年人组织和参加老年活动，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②延平区“贫

困助学”30 万元。通过对延平区贫困地区学子的资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摆

脱心理压力的阴影，使其健康快乐成长。③秀屿区埭头田边小学校门修建 15 万

元。通过修建该校年久失修的存在安全隐患的校门，改善当地的教育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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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改善当地农民子弟的学习环境。④正荣梦想奖学金 7.34 万元，通过向汀溏

村考上大学的大学生和贫困高中生提供梦想奖学金和助学金，鼓励他们勇于追求

梦想实现，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该项目共资助了 17 名大学生及贫困生。⑤心

天地多媒体互动阅读教室 10 万元。通过修建多媒体互动阅读教室，满足山区孩

子的阅读书籍和增长见识的愿望，提高师生的知识面，改善留守孩子的学习生活

环境。⑥天津高校新生助学公益项目 5万元。通过对寒门学子的四年的资金和资

源支持，帮助他们成长和实现更大的自我价值。

（2）救助灾害：69.42 万元，总计支持了 16 个项目。其中：①雅安震灾项

目款 2.31 万元，通过支持联合救灾平台和当地救灾类项目，累计在雅安开展灾

后重建项目 16 个，项目点覆盖了雅安大部分受灾地区。②儿童意外伤害预防教

育 2.81 万元,通过向儿童青少年及家长、教师进行安全保护宣传教育，提高青少

年自身安全保护意识及家长、教师对孩子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③ “有备无患”

减防灾教育 4.8 万元，通过选拔志愿者团队，开发适用于城市儿童的减防灾课程，

为城市儿童提供减灾防灾教育活动。④“舞动烟溪”灾后社区文化重建项目 3.44

万元，通过组建腰鼓队和舞狮队并开展其活动，恢复烟溪村社区民俗文化，建立

和谐、健康的烟溪乐园和社区。⑤霞浦县畲族留守儿童减防灾关爱教育 2.3 万元，

为霞浦县农村留守儿童提供防灾减灾服务，提高他们应对灾害发生后的自救互助

能力。⑥农村滑坡移民社区文化重建与传承 6.4 万元，该项目通过在滑坡移民社

区寻找老照片回顾及展示、社区老人讲述，机构引导的方式针对性的解决灾后新

社区产生的社区隔阂邻里不睦的问题。通过发掘、展示社区文化让居民看到乡土

文化传承的重要性。⑦校园安全减防灾论坛暨学术研讨会 3.95 万元，本项目旨

在汇集防灾减灾经验，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高效率、可推广的校园防灾工作模

式。通过展示、交流、讨论校园防灾减灾的活动，达到对未来民间校园防灾减灾

项目实施起到规范和示范作用。⑧海南台风灾后专业救援技术支持 3.37 万元，

通过指导当地志愿者专业救援技术，提高其救援技术，支持“亚马逊”台风灾后

紧急救援工作。⑨芦山县芦溪村灾后重建减灾培训及文化建设 4.86 万元,通过支

持社区重建社区防灾减灾培训及文化建设，以保障社区提升灾害预防及应对能力、

提高村民参与公共管理意识并促进社区文化构建及综合发展能力。⑩云南鲁甸地

震灾后专业救援技术支持 4.8 万元，该项目为绿舟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提供行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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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助其 7名队员前往鲁甸灾区开展以下公益行动：生命救援、灾情信息采集、

救灾物资转运及发放、解决灾民饮用水安全问题。○11荣龙社区减防灾教育示范

4.8 万元，项目开展参与式灾害风险评估小组活动，制作社区防灾图，开展防灾

教育，通过演练让儿童懂得如何寻找逃生避险通道。○12海南台风受灾区饮水净化

和环境卫生预防 2.32 万元，通过收集灾区实际用水和物资需求，紧急处理饮用

水，使灾后居民喝上健康的饮用水。○13云南鲁甸地震净水袋发放项目 3.96 万元，

云南 803 地震后，灾区饮用水受到污染，此项目通过调研和救助、水的取样与检

测、净水袋发放等工作，使更多灾民喝上干净的水。○14社区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

设 6万元，为在鲁甸开展灾后安置、重建工作的社会组织、志愿者提供支持和服

务工作，搭建救灾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工作情况交流渠道、协调引导救灾工作的规

范化，为云南本地的政府与民间共同应对灾害救援的管理体系创新提供经验。○15

云南鲁甸抗震屋建设可行性调研 2.92 万元，通过发现因农户房屋造成的伤亡情

况及对应原因，挖掘传统建筑的抗震性特征，以及周边县市抗震房屋建设的经验，

找出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行灾后重建抗震房屋建设的方式，推动抗震房屋的建设

能够有效降低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16授渔公益针对云南景谷地震水安全调研及

净水器安装 1.23 万元，由于地震造成景谷县长海水库出现裂缝，造成居民饮用

水供应造成影响。该项目资助授渔公益前往灾区解决饮用水困难的问题，授渔公

益的主要行动有：展开引用水状况调研、震区灾情调研为其他公益伙伴共享信息

资源、为震区安装净水器等设备。○17项目差旅费及其他 1.926 万元。

其中：资助乡村和城市公益生态建设 678.42 万元

（1）爱故乡计划 213.4 万元，总计支持了 7个项目。其中：①社区大学 68.98

万元，共支持了高殿社区大学、汀溏社区大学、福州金山社区大学、大湖社区大

学、培田社区大学，使得这五个社区大学课程体系提升、服务能力提升、业务得

到拓展，从而为服务对象提供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服务。②第六届夏雨雨人夏

令营 16.67 万元，2014 年 8 月夏雨雨人夏令营共在福建、江苏、安徽三个省 17

个项目点开展为期 1个月的下乡活动，内容包括支教、乡土文化发掘、大学生实

践等，为这些项目点的家庭和儿童提供服务约 10000 人次。③头雁计划、侯鸟计

划、发现故乡之美 48.53 万元。头雁计划是由晏中心和梁中心联合执行，在 2014

年选拔了 30 名社区带头人进行了两期培训及一期游学走访，目前项目进展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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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带头人通过微公益的方式在自己的家乡开展公益实践；候鸟计划共招募 8名返

乡青年进行培训和实践为其顺利返乡做准备，但由于项目开展时机不成熟，效果

不佳，候鸟计划已于 2014 年 11 月中止执行；2014 年爱故乡在行动项目以故乡

人物评选为主线开展各项乡村文化整理及传播的工作，该项目征集爱故乡题词

59 幅；通过收集地方文史资料、挖掘村庄精神、凝聚村庄力量并编撰完成地方

村史《柳林村村史》；协助发现故乡之美获奖者分别在甘肃王坪村、河南周庄村

举办农民文化节；与北京工友之家合作策划举办大地民谣音乐节；策划举办爱故

乡生态文化节，并在该会上发布爱故乡年度人物评选结果。该项目获得“责任中

国 2014•公益行动奖”。④故乡农园湿地自然保育区一期工程建设 3.6 万元，通

过发动大学生志愿者，使用轮胎、就地取材的木材等材料在故乡农园湿地搭建起

一个生态桥，以保育该地的湿地。⑤故乡农园环境营造方案计划 2.4 万元，发动

建筑师和大学生根据故乡农园生态环境和需求，设计出 7种与当地生态和文化相

匹配的公共生态建筑营造方案，并在城市进行展览，倡导市民和大学生群体对生

态和环境关注。⑥故乡农园生态农业扶持和乡土文化传承发展 38.8 万元。新农

夫创业平台已经引入“故乡七号生态养殖”、“故乡菜鸟生态蔬菜种植”、“朴

门永续生活设计实践园”、“庭院阳台绿色生态种植设计和实施”4个项目，并

均运行良好；在生态农业支持的基础上发掘本土乡村的文化价值，重新修缮具有

传承价值的本土建筑和文龙王庙等，获得了村民的参与和认可。⑦老手艺新生命

30 万元，正荣公益基金会与家园杂志联合发起手艺新生项目，旨在通过扶持濒

临消亡的福州本土具有传承价值的手工艺与新创设计师进行一对一配对合作，在

传统手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以开发出传统手工艺符合市场需求的审美和

实用价值，使得濒危的手工艺得到传承和发展。本项目针对福州本土的手艺大漆、

竹制、花灯、福剪、皮枕、陶艺，配对 12 名设计师进行了创新设计并于 1月 10

日—18 日在三坊七巷举办手艺新生设计展，得到了市民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

肯定。⑧爱故乡项目差旅费及其他 4.43 万元。

（2）微公益 124.54 万元，总计支持了 44 个项目。其中：①全民植物地图

2.5 万元，项目以上海的 6个公园为项目地向上海市的青年挑选并资助了 6名年

轻设计师，让他们参与到了公园植物的观察、手绘形成植物地图并免费向上海公

众发放。本项目共制作出了含静安公园、徐汇公园、世纪公园等 6个公园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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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②宝船社区希望来吧 1.5 万元，通过场地经费的资助，支持南京宝船社区

开展本地外来工子弟的教育公益活动。③翠竹园社区互助合作模式探索 1.98 万

元，支持南京翠竹园互助会梳理公益项目和项目模式，并免费向其他社区开放模

式的框架。④海勒之家的智障人士家庭支持系统 1.98 万元，支持南京海勒之家

在南京建邺区开展智障、自闭症家庭的家长喘息服务。⑤社区老人健康月月行动

1.98 万元，支持爱之光公益组织在社区开展老人健康公益项目，帮助老人能更

了解身体状况，同时组织文娱活动增进社区老人的沟通，增强老人的体质。⑥社

区流动超市项目 1.12 万元，支持南京红山残疾人服务中心针对中心残疾人开展

残疾人与志愿者一起走进社区进行物品义卖等公益活动。⑦“花园阳台”青少年

社区生态基地建设 1.03 万元，支持南京百蝶缘公益组织在阅城国际社区开展社

区阳光种植、自然教育等公益活动。⑧外来务工家庭子女艺术团体辅导 2.1 万元，

支持阳光心理咨询机构针对南京低收入家庭出现子女心理障碍的采用艺术辅导

的形式进行心理疏导，帮助青少年们心理健康。⑨爱的时光-老年人同理心体验

1.87 万元，帮助好来屋公益机构向社民进行老人心理宣导公益活动，倡导社会

公众对老人有更多的同理心更多的人关爱老人。⑩正荣公益MINI沙龙0.22万元，

组织社会公众、社会组织参加公益沙龙，进行公益理念、公益知识的学习与交流。

○11福建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差旅及补贴 7.95 万元，走访福建的信任社工、福州金

山工友之家，厦门担当者行动、省内高校青年公益组织以及橄榄树等 30 家公益

组织，辅导和支持了 4家 NGO 以及协助公益组织做机构战略的梳理、对接社会资

源,推动闽南乡村社区基金会的筹备的开始，对接著名行动研究老师夏林清对福

建 NGO 的专业指导，推动担当者行动成立了教师基金为基层教育项目的探索打开

了新的路径。○12 环保与青少年发展项目 3万元，支持福建青年环保组织开展环

保项目，促进社区环保、绿色。○13益动社区--社区微公益支持计划 3万元，支持

社区积极分子、社区自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在社区开展各类形式的公益活动，促进

社区居民能够更积极地参加公益活动，同时让社区积极分子能够自我组织公益活

动。○14"彩虹花"小额教师基金 3万元，支持福建山区老师进行教育改进公益活动，

探索山区学校素质教育。○15福建农村敬老院养老护理人员培训 5万元，通过培训

提高农村养老服务水平，改善农村养老条件。○16益心益意（青年协力营）3.5 万

元，支持了 20 名闽赣两地的大学生青年参与公益营会，学习公益基础知识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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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丰富对公益的了解，同时对自我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身份有更积极的认识。○17

绿家园环境保护年度报告制作 1万元，支持福建绿家园环保组织印刷年度工作报

告，让更多人对环保组织的工作由更深入的了解。○18回到小学许个愿 0.06 万元，

支持大学生关注周边小学，帮助小学生改善课后活动的质量以及学习的技能。

○19TEDxFuzhouWomen2013 支出 0.39 万元，支持福建女性青年组织开展城市女青

年的创新聚会，本次聚会吸引了 100 多名女性参与，聚会通过传播创新生活观以

及通过优秀女性青年的案例解读，让妇女们能够提升自我价值认识。○20绿闽自然

生态教育 1.4 万元，支持绿闽环保组织对福州农村的孩子们开展自然教育活动，

拓展农村孩子的自然知识。○21丁当书屋 1.25 万元，丁当书屋是一个由社区里的

妈妈自发组织起来的公益自组织为孩子提供有效、实用性、互动性强的绘本阅读

服务，2014 年丁当书屋共举办公益阅读分享活动 50 场，为孩子和家庭提供了超

过 1000 人次的服务。○22 “菁英地带”驻校社工项目 0.7 万元，菁英地带针对流

动儿童开展不良行为矫正、学校适应、兴趣发展等公益服务，该项目资助其在红

光苑小学针对偏差行为的儿童开展个案服务。○23福建 Ngo 组织参与东亚地球市民

村 0.4 万元，支持福建的社会组织参加行业学习会，提升专业知识和技能。○242014

福建医科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1万元，该项目支持福建

医科大学的医学专业的青年志愿者团队前往福州周边农村开展医疗下乡的社会

实践，以改善福州周边部分农村缺少医疗资源的现状。○25 “垃圾逆袭之艺术家

开放日”3万元，垃圾逆袭项目通过开展艺术家向社会大众开放其创作空间参观

学习的方式，为发动公众对生活中无用的“垃圾”进行改造，并形成合力。○26去

墨剧坊团体活动场地部分租赁 1万元，去墨剧坊作为一家非营利性非职业话剧工

作坊，通过为公众搭建开放性的交流和分享平台，组织文化沙龙，以话剧为平台

促进城市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该组织致力于让公众通过参与话剧创作过程，传播

平等互助，加强城市居民、外来务工人员、流动儿童之间的文化交流，帮助多元

社会群体更有力的表达。2014 年该组织共支持了 5个剧本分享会，3场非职业戏

剧。○27汀塘文艺队参加大地民谣 0.43 万元，以“爱故乡，爱民谣，行公益”为

主题的大地民谣音乐会，以民谣音乐为载体，定位最为接地气的音乐会，全程由

民间群众组织表演，通过支持汀溏文艺队参演该音乐会，提升文艺队视野，弘扬

民间特色音乐艺术文化。○28社区环境教育大课堂 4.15 万元、社区绿色种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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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万元、社区绿色志愿者队伍扶持 6.5 万元，支持上海闵行区的社区居民开设

环保课堂，社区绿色种植等进行环保知识的学习，同时组建社区志愿者队伍，组

织志愿者在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等公益活动。○29 自给自足生活方法视频制作 1.48

万元，支持中国自给自足实验室进行自给自足生活经验的视频拍摄，免费与社会

公众分享，传递自给自足的技能和理念。○30 2014 东亚地球市民村 3万元，支持

公益组织举行生态农业，半农半 X等新理念的交流会，倡导社会回归生态。○31城

市社区微公益能力建设 2.1 万元，支持杭州明德公益组织进行社会微公益项目的

经验总结，以便研究怎么让更多的社区居民能更有效，更充分地参与到社区的公

益项目。○32益和公益服务中心开展公益 4.59 万元，支持安徽益和公益组织对安

徽地区的公益组织进行扶持和小额资助，让安徽地区的残障、乡村教育等公益能

够更有效的执行，并能够改善相关的社会议题。○33西南地区公益组织财务管理培

训 1.07 万元，支持云南协力中心开展公益组织的财务培训活动，提升公益组织

的财务水平。○34你好社区-上海-种子图书馆 6万元、你好社区-上海-V 计划 0.29

万，在上海联洋社区开展社区种子图书馆项目，让更多的社区居民对种子，对生

态有更深的认知，同时发起小额资助项目，好找社区积极分子能够参与社区公共

问题的改变和改进。○35你好社区-福州-社区空间 0.18 万元，基金会通过支持福

州市范围内一定数量的社区空间推动其发动社区自组织，摸索出一套适合城市社

区的介入模式来解决社区邻里关系冷漠的问题。○36你好社区-苏州-国领社区农园

4.18 万元，在苏州国领社区设立生态小农场进行生态农业的种植和学习活动，

提升国领社区居民的生态理念。○37"让蒲公英扎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城市启

蒙 2万元，支持乐心社工组织针对上海外来务工子弟进行跟踪和辅导，帮助他们

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38山东公益青年培养 1.05 万元，支持爱山东公益机构

对山东青年进行公益培训，促进青年人能更了解和热爱公益。○39儿童自然农耕＆

食育课程教育 2.1 万元，支持北京分享收货进行自然教育课程的开发，帮助北京

农村的孩子自然知识缺乏的困境。○40江西正荣微公益 8万元， 支持江西益心益

意公益组织对江西地区的公益组织进行扶持和小额资助，让安徽地区的残障、乡

村教育等公益能够更有效的执行，并能够改善相关的社会议题。○41一起进步众包

社区 1.2 万，支持一起众包社区开展公益众包活动，协助公益组织扩展社会资源，

解决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碰到的各式难题。○42正荣微公益项目发展及支持型机



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文件

构能力建设 3.96 万元，支持各平台公益组织进行经验交流和学习活动，提升个

平台机构的工作能力。○43"拾房子公共展示平台"公益项目 1.8 万元，支持广州公

志愿者队广州低收入家庭进行房屋改造，让低收入家庭能住上更舒适的家庭环境。

○44重庆正荣微公益 6.34 万元，支持渝州公益组织对重庆地区的公益组织进行扶

持和小额资助，让安徽地区的残障、乡村教育等公益能够更有效的执行，并能够

改善相关的社会议题。○45项目差旅费及其他 8.1 万元。其中：南京微公益差旅费

及其他 2.2 万元；安徽、江西、重庆等地区的差旅费及其他 5.58 万元；福建微

公益差旅费及其他 0.11 万元；上海差旅费 0.21 万元。

（3）永定县抚溪文化活动中心 200 万元，通过为经济较落后，基础设施建

设薄弱的革命老区兴建文化活动中心，来丰富当地村民的文化生活，推动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

（4）新农村幸福家园建设 300 万元，通过对黄石镇水南村和北高镇江边村

进行农村宜居环境改造和建设，来改善当地农民的生活环境，推动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

（5）环保植树公益项目 53.88 万元，通过在福州城市道路两侧种植绿化树

木，利用树木吸收机动车排放的尾气，净化空气，来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其中：资助公益慈善项目 345.33 万元

（1）桥畔计划 80.12 万元，旨在为初创期的教育公益组织提供基础支持，

搭建共同学习和交流的平台。通过辨识处于初创期、有潜力、并且需要相应支持

的教育公益组织；根据其具体需求，为其提供最高 6 万元的非限定性资金，比

如行政办公、管理人员工资、网站开发及维护、学习交流等费用，并辅以陪伴成

长和针对性技术支持。2014 年，桥畔计划共辨识和支持了 21 家不同类型的初创

期教育公益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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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的探索。桥畔计划 2014 年共服务儿童 128160 人次，教师 5062 人次，家长 6973

人次。

（2）教育创新周 35.31 万元，“LIFE 教育创新”通过教育年度峰会和月度

系列活动，旨在反思教育哲学和真伪命题，促进公众参与教育的对话与创新性的

行动，以期增强中国教育的生命力和多元化。旨在发现、支持和汇聚创新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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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和团体，并帮助这些行动传播、反思和成长。该项目共整理发布了 8个国内

外教育创新案例，在此基础上推出了 3个教育创新人物，4期教育创新沙龙以及

4个教育互动话题讨论，拍摄一个教育宣传视频并在大众传媒上推出，并将于

2015 年 4 月 25 和 26 日召开教育创新峰会，届时将有 40 位国内外关心教育的特

邀嘉宾前来参会，并将推出 50 个教育创新案例、15 个话题讨论。

（3）公益人才培养 20.69 万元，总计支持了 5个项目。其中：①台湾公益

组织交流参访项目 15.5 万元，2014 台湾公益游历营，是由正荣公益基金会发起

和主办的正荣公益游学项目之一。该项目招募和组织 20 名长期扎根社区发展领

域的实践者，通过参访、学习台湾公益组织，扩展社区工作者的视野，探索在地

化实践的更多可能性，提升工作者的项目管理能力和社区工作手法。②闽赣青年

公益人才培养项目 0.21 万元,闽赣青年公益成长营由正荣公益基金会与江西益

心益意联合发起，该项目在故乡农园举行，为 21 名来自福建和江西的公益伙伴

提供了系统的囊括理念、方法、创新案例的培训。③青年公益人才培养调研项目

0.93 万元，带领公益组织专职人员参访深圳招商局基金会、广州千禾社区基金

会，广州恭明发展服务中心等公益机构，了解广深地区先进的基金会运作经验和

资助理念、资助领域，加强了行业内的交流，对基金会机构有更深、更准确的认

知。④江西省公益组织及人才调研 0.45 万元，该项目由江西省益心益意公益机

构执行，针对江西省内的公益组织进行从业人员薪资、工作强度、发展需求等状

况的调研，调研结果集结成册并发放至省内的机构帮助机构具有全局视野。⑤福

建省公益组织及从业人员调研 3.6 万元，该项目针对福建省各地区开展公益行业

及其从业者的调研，本调研共囊括公益组织 60 家，220 名公益从业者，从福利

待遇、工作环境、发展需求等多方面分析了其从业现状。

（4）有效资助之道 5万元，支持社会资源研究所对国内 20 几家基金会进行

走访、调研，对各基金会的资助理念、资助手法等进行梳理和总结，探索基金会

在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性。

（5）归农书院 4.22 万元，关中村古民居修缮保护项目。通过免费提供场地，

支持公益组织的交流、培训活动。同时倡导了乡土文化，鼓励公益人士投身农村

发展。

（6）资助文化体育事业 200 万元，“特奥足球赛”及助残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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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 年度预算安排

2015年度计划资助公益项目支出为885.78万元;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

办公计划支出 63.8 万元。

资助公益项目计划支出安排 885.78 万元，预计占上年基金余额（328.78 万

元）的 269.41%。

（一）爱故乡计划项目计划支出 243.02 万元。

（二）正荣微公益计划支出 212.74 万元。

（三）你好社区计划支出 201.18 万元。

（四） 其他公益支出 190.50 万元（含专项救灾、桥畔、民间手艺传承、公

益游学等）。

（五）公益文化传播支出 38.3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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