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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是正荣微公益进入江西的支持草根公益组织的第二年，在 3月至 9

月的半年中，益心益意在正荣微公益项目上的努力除了持续跟进 2014年的项目，

陪伴我们一直陪伴的公益伙伴们，也发现了一些新的伙伴机构，开展新的资助计

划。 

一、跟进 2014 年的延期项目 

2014 年对于江西的草根公益组织和益心益意来说，正荣微公益是一个崭新

的尝试，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项目延期，2015年我们也在持续跟进： 

 

1、个人支持：对刘九龙的支持与陪伴 

作为江西第一个公开自己感染者身份的艾滋病

毒携带者，他 13年初因个人原因不得不放弃公益梦

想回到家乡赣州从事一份与公益无关的工作。在 14

年底，刘九龙再次回到江西南昌重新开始为江西受艾

滋病影响的人群服务。 

重新开始的很重要一个支持就是来自于正荣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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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项目。项目支持了刘九龙 14年底 15 年初 5个月每个月 500 元的生活费用。

这笔费用让刘九龙有足够的精力找到其他项目资源继续为感染者服务。 

15年 4月，益心益意协助和支持刘九龙申请到爱德基金会的“伴艾骑行”项

目，并作为财务代管机构支持项目的开展； 

在伴艾骑行的过程中，我们协助刘九龙制订骑行的行动计划，并鼓励支持他

通过申请腾讯乐捐众筹为即将开展的爱温暖家园感染者驿站筹措一年的执行经

费（3万元），截止 2015年 8月底，驿站的三万元执行费已经满额完成任务。 

    在微公益支持下，益心益意与一起寻找爱温暖家园目前存在的问题：需要搭

建一个工作团队。益心益意计划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持续陪伴刘九龙培养伙伴，

搭建团队（赣活儿青年公益成长计划中就有一名九龙的伙伴），提升爱温暖家园

工作组执行项目的能力。 

 

2、个人支持：对修彬的支持与陪伴 

修彬的江西在一起 LGBT文化教育发展中心两年来一直都只有他一个人，在

最初给他的支持中，益心益意与他一起探讨适合他和在一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修彬的问题在于需要跟他一起工作的伙伴团队，能够持续发展下去。 

2014 年下半年，益心益意以机构的名义支持修彬申请江西省艾滋病防治社

会动员项目（3万元），并协助执行。在执行项目的过程中找寻可以一起共事的

伙伴。  

2015 年，九龙回到南昌，修彬联系九龙和其他的伙伴一起行动，不仅协助

九龙完成伴艾骑行项目，也顺利执行国家动员项目。在这个过程中，修彬也取得

了另外一笔小额资助，在江西开展多元性/别议题的青年人工作坊，支持和培训

性别议题的年轻行动者。 

 

3、公益组织财务支持：彭英姿的支持情况跟进 

2014 年的正荣微公益项目中，益心益意支持彭英姿参加恩友的财务培训，

让英姿对公益组织的财务有了全新的认识。 

原本会计技能熟练的彭英姿在对公益组织会计知识有所熟悉之后，回到南昌

迅速开始了财务支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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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5年 9月，除了益心益意之外，英姿为南昌新成立的多家公益组织

提供财务支持服务，包括南昌义联志愿者协会、南昌益路阳光公益发展中心、南

昌孝谦传统文化学习中心等。 

同时英姿也根据自身经验在公益组织财务制度改革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4、机构支持：南昌小动物保护协会 

2014 年，正荣微公益为南昌小动物保护协会提供了一个工作人员全年工资

的行政支持计划。该支持，也是益心益意结合动物保护协会现存的问题与协会负

责人共同商议出的解决方法。 

2015年 4月，动物保护协会招

募到了认同协会使命、有执行力有

责任感的工作人员，益心益意与之

共同讨论资源动员方式； 

2015年 5月，益心益意负责人

彭海惠为动物保护协会核心成员开

展志愿者培训，并参与协会团队会

议； 

2015年 7月，参与动物保护协

会的管理层工作总结会，提出建立会员制，招募会员，通过征集缴纳的会费，覆

盖协会开展项目的行政成本，有效动员协会资源； 

2015 年 8月，协助动物保护协会开展腾讯乐捐众筹计划，为协会筹集下一

年度全职人员工作补贴与房租等行政经费。 

 

 

 

二、发现并支持新的伙伴机构 

1、发掘关注残障议题志愿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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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新成立的上高助残志愿者协会共同探讨志愿者组织应该如何开展助

残工作 

上高助残志愿者协会是江西省第一家民间助残志愿者协会。这个协会是刚刚

从另一个志愿者组织分离出来，单纯想以助残为核心业务开展服务工作。 

益心益意在 2015 年 7月底，第一时间拜访了他们。他们虽然成立了注册志

愿者协会，但是刚刚开始，机构还是习惯做传统的志愿服务，对于怎么助残，也

没有经验。 

益心益意通过和他们交流，分析，帮助他们确定了组织的服务对象还是以残

障人为主，并且把益心益意的 15年申请到的国家创投项目的助残项目书与残障

人调研表予之参考。 

一个月后，益心益意第二次拜访上高助残志愿者协会，并约了宜春的一个希

望做残障人的组织一起来交流。 

第二次交流首先了解他们目前的工作进展和问题，包括调研的情况，通过讨

论交流，回答了他们的困惑和问题，帮助他们厘清了方向，并调整了一些工作思

路。 

同时，与宜春的伙伴也进行了交流，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益心益意会持续跟

进这两个希望做助残的组织的工作。 

（2）拜访南昌中途之家，培育

残障自组织人才 

2015 年 6月我们走访了残障人

康复机构：南昌市脊髓损伤者中途

之家（江西乐秋康复中心）。 

“中途之家”是一个关注脊髓

损伤者康复的民间组织。

（http://www.jxdpf.gov.cn/View

.aspx?NewsNo=00007857）并与创始

人王乐秋和一个骨干谭小军进行了

深入交流。 

 “中途之家”有自己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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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为残障人提供康复训练和服务，部分服务收费。创办人王乐秋是企业家，

南昌温州商会名誉会长，有自己企业资源，目前“中途之家”的大部分资金来源

都是王乐秋通过自己和她在商圈的影响力获得的。她坚决不去申请国家社会组织

创投项目和基金会的项目，因为她说“中途之家”一方面收费，一方面申请基金

会和国家的资助怕讲不清，所以不去申请，都靠她自己及她家人。 

 

谭小军，一名师大毕业的学生，在师大后勤工作，2009年因为一场车祸导

致下肢瘫痪，是“中途之家”一名主要工作人员，王乐秋很希望他能成为“中途

之家”的接班人。 

我们和谭小军交流，谈到残障人自组织，谈到培训和学习，发现他很重视这

块。他认为可以争取更多的资金为残障人提供服务，而且除了康复，还可以做更

多。 

2015 年 7月底，益心益意推荐了谭小军参加一加一的残障人培训。谭小军

培训之后表示收获并愿意在江西举办类似的培训，影响更多的江西残障人。 

2、“Semore”公益影像计划 

2015 年正荣微公益在江西找到第一个支持项目：“Semore”公益影像计划，

支持独立导演王飞为包括南昌益

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南昌小动物

保护协会、江西红丝带爱温暖家园

互助工作组在内的三家民间公益

组织拍摄宣传片，以推动江西公益

氛围营造，助力江西草根机构宣传

和筹资。 

 2015年 8月，第一部由独立导

演拍摄的宣传片已经顺利完成。接

下来的时间里，益心益意会持续跟进后续两部宣传片的拍摄工作。 

      

三、营造环境，培养人才，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1、参与协调重新开具捐赠收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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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月，由于相关部门人员调整、票据中心业务调整等种种原因，南

昌公益组织无法开具捐赠收据了。 

基于这样问题关系重大，益心益意和南昌市财政局、南昌市民政局民间组织

管理处积极沟通，解决公益组织捐赠收据无法开具的问题。 

截止 9月 15 日，在历时半年之后，南昌的公益组织终于成功开到捐赠收据； 

 

2、首届“赣活儿”公益青年成长计划 

2015 年 5月和 8月，成功举办江西首届“赣活儿”公益青年成长计划第一

期与第二期培训，有来自江西南昌、萍乡、樟树、赣州等地的 28位公益青年人

参与了本届两期公益青年成长计划，

并收获满满。第一期培训结束后不

久，即有两名学员进入公益组织成为

全职公益人。 

接下来的时间，在陪伴青年人进

行公益行动的同时，我们计划在 10

月举办第三期结业培训，不仅为这些

青年人答疑解惑，鼓励他们形成互相

支持的网络，共同相扶相伴走下去； 

 

3、协助开展团队管理和财务议题工作坊 

9月初，与北京睿能管理咨询工作室、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合作，在南昌

开展了为期 2天的公益组织团队管理和财务议题工作坊。  

有来自江西南昌（含爱温暖、在一起、动物保护、益路阳光等微公益项目支

持机构）、九江（修水县爱心联合会）、吉安青原色、上饶（玉山县志愿者协会）

等地的 10家机构的 26名伙伴参与本次工作坊。此外，来自安徽合肥与阜阳的三

家组织伙伴的参加也促成了徽赣两地公益伙伴的经验分享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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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之前，睿能

的王玥专程到南昌了解

在地公益机构的团队管

理与财务等基本情况。

而这种根据民间公益组

织目前存在问题量身定

制内容的专门谈管理与

财务的工作坊在江西也属首次。 

工作坊效果反响不错，后续睿能的团队也会与益心益意一同针对参与工作坊

的机构进行有针对性的服务。 

4、联合发起成立江西新农人联盟，支持江西新农人 

2015 年 8月，益心益意拜访了姚慧峰，通过交流，一致同意来推动江西的返

乡青年网络建设，并通过姚慧峰推荐，结识了另外一个返乡青年江训才。。 

     随后联系上了江训才，就推动江西省的返乡青年网络和联盟进行了交流，

最终和几个热心人成立了小组，在大家的努力下，在 2015年 9 月 3日下午，举

办了首届返乡青年交流会，和江西各地农友代表经验分享交流。 

交流议题包括：江西生态农业圈如何抱团组织起来，如何互相支持和帮扶，

建立生态产品公信力，制定统一标准；搜集大家的问题和困难寻求解决之道；如

何利用素食圈这个窗口进行文化和产品输出，实现本地生态农业品牌战略；生态

农业公益组织的建立和任务等。 

经过筹备组的现场讨论确定了江西新农人联盟未来组织的工作结构和支持

内容。包括

讨论组织名

称，机构使

命和目标，

机构功能，

职责，决策

机制，章程

等内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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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未来组织会在农业技术支持，渠道共享，文化推广，学习交流，资金互助，

消费者监督方面做更多探索。(筹备组成员：陈文武、彭海惠、黄圣仙、龙大毛、

姚慧峰、左祥云、陈凤、熊晓平、千笔、娄哲称、张慧敏、江训才。顾问成员：

钟英华、童军、涂顺强。) 

5、为南昌鸟巢计划公益发展中心、南昌可凡加家自闭症康复训练中

心的团队伙伴提供咨询服务 

先后与鸟巢计划的负责人进行了 2 次座谈，交流了鸟巢计划发展中的问题，

共同探讨解决方案； 

和南昌可凡家的负责人进行了交流，主要就可凡家组织定位和推动全省心

智障碍联盟或者网络的事情进行了探讨。 

 

四、下半年工作计划 

1、尚需持续跟进的 2014年支持计划有：知行空间还在调整中；益路阳光的留守

儿童故事收集项目今年年初开展执行，尚需持续跟进；南昌小动物保护协会会员

制的落实、全职工作人员的成长； 

2、2015年支持计划的跟进：“赣活儿”青年公益培训计划第三期，继续支持青

年公益人的成长与行动；“Semore”公益影像计划另外两部宣传片的成型； 

3、催生孵化残障人自组织和残障人志愿者协会；  

4、积极参与新农人联盟的搭建和相关工作的推进； 

5、第四届江西公益组织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