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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区慈善总会 2022 年工作总结

及 2023 年工作思路

2022 年，在区委、区政府的重视推动和市慈善总会的指导

下，在各慈善分会的配合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

海曙区慈善总会扎实开展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一、助力共同富裕，不断拓宽募集渠道

2022 年，海曙区慈善总会捐赠收入总计 7192.68 万元，具

体包括如下：

1、做好第十六次“慈善一日捐”和“日常捐”工作。去年

我区“慈善一日捐”活动启动后，区四套班子领导率先垂范，

带头参与捐款，各企事业单位、爱心团体及个人积极参与，全

区掀起献爱心热潮。据统计，全年共有 57683 人次参与“一日

捐”活动，共计捐款 758.4 万元。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一

日捐”线上捐款有新的突破，参与人数达 22795 人，金额 234

万余元。南门街道马园社区公益“心空间”慈善一日捐活动中，

一家盲人按摩院职工为回馈社会各界对残障人士的关爱，特意

到社区捐款献爱心。

此外，“日常捐”捐赠已达 3191.08 万元，日常捐款暖心

依旧，如南门街道马园社区“心愿”老人向我会再捐 2 万元用

于助困；西门街道汪弄社区的退伍军人张善诚再次向社区捐款

1000 元支持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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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好过渡融合，慈善基金稳步推进。慈善基金一直以来

都是我会善款募集的一个重要形式，去年我区很多基金面临到

期续签。在总会和各慈善分会的积极努力下，全区新建、扩建

企事业单位冠名慈善基金 11 家，续签慈善基金 44 家。截至去

年底，区总会共有 171 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冠名基金，基金规

模达 48337 万元，基金到位数 2411.56 万元。值得一提的是，

2022 年我区新建两大共富基金，分别是：曙高共同富裕慈善基

金、“专曙温暖”共同富裕慈善基金，前者由高桥镇政府和高

桥商会牵头发起，联合辖区 25 家爱心企业共同设立，规模 6600

万元；后者由区总会与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区金融发展服

务中心、区农业农村局共同发起，目前到位 190 万元。入账的

慈善基金中，数额较大的有宁波狮丹努集团慈善基金，到账 120

万元；“八方有爱”儿童爱心基金，到账 80 万元；帅特龙集团

慈善基金到账 80 万元；恒厚集团慈善基金到账 80 万元。与此

同时，小额冠名慈善基金、小微基金也呈现增长趋势。

3、创新慈善模式，慈善信托逐步发展。去年，区慈善总会

成立 2 单慈善信托，注入资金 3 笔，资金总金额 220 万元。去

年 3 月，区总会成立全省首个共同富裕慈善信托，集结辖区企

业及金融机构之力，助推海曙区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工商银

行宁波分行向基金捐赠首笔 20 万元；9 月，雅戈尔集团、国骅

集团、星箭航天共同向该信托基金注入1700万元规模资金，2022

年到位 170 万；8 月，宁波银行成立 30 万元社区发展慈善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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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慈善信托又有新的发展，鼓楼街道成立和邻益家慈善

信托，首笔注入资金 70 万元。）

4、深化部门合作，丰富慈善内涵。2022 年 2 月，区慈善总

会医保分会成立，成为我区第六个机关分会，医保分会依托海

曙区医保局焕然“医”新项目，为海曙因病致贫、返贫的医疗

救助对象提供延伸性帮扶；9 月，在区委组织部牵头下，区慈善

总会联合宁波市首个示范性非公企业党建联盟——“碶”心共

富非公企业党建联盟，签署慈善合作协议用于助老；同时，总

会联合区农业农村局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动员辖区19家企业、

4 个镇（乡）街道捐赠 230 万元，用于结对帮扶凉山州喜德县

19 个村、2 个镇。

5、做好台风“梅花”募捐工作。去年，台风“梅花”给我

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区总会领导第一时间前往受灾地区，

实地考察受灾情况。为助推受灾地区复工复产以及灾后重建工

作，区慈善总会开通捐赠通道，雅戈尔集团捐赠 500 万元，线

上募集善款 2 万余元。

二、践行为民宗旨，持续提升救助实效

2022 年，我区强化落实《海曙区慈善总会“十大”救助项

目》，在做好辖区困难群体各项救助、普惠公益的前提下，统

筹做好灾害救助和对口帮扶，努力为政府解忧，为百姓解愁，

为困难人员和弱势群体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去社会各界的

关爱。据统计，区慈善总会全年救助支出总计 9718.7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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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 18488 人次。

1、日常救助工作做细做实。这一年，区总会和各镇（乡）、

街道慈善分会按照应助尽助的要求积极开展助医、助学、助困、

助老等各项慈善救助以及慰问活动。慈善助困：去年初，区慈

善总会联合各分会，开展对我区困难家庭慰问活动，帮助他们

早日走出困境，这一年我区的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共安排

资金 866.4 万元，惠及困难家庭 8765 户；对各种突发性原因造

成一时较大困难的家庭临时助困 1956 人，支出 644.25 万元；

常年固定助困 313 户（人），支出 93.75 万元。慈善助医：2022

年，总会为长期患慢性病的低保边缘贫困患者，发放定点医疗

助医卡 590 张，支出 34.85 万元；对突发性贫困病伤患者，给

予临时助医 1046 人，支出 240.26 万元；对因患有重特大疾病

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家庭，给予救助 54 人，支出 197.5 万元；

救助我区 166 位精神病患者住院治疗，支出 51.52 万元；此外，

“八方有爱”儿童爱心基金支出 74 万元，救助 23 名大病儿童；

荣安集团儿童基金支出 31.6 万元，救助 21 名大病儿童。慈善

助学助老：重阳节期间，总会为我区 122 位百岁老人发放慰问

金，支出 18.3 万元，同时慰问我区 10 位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

助学项目中，为困难全日制高等院校新生及在校生、高中生救

助 161 人，金额 68.7 万元；定向用于救助贫困中小学生 214 人，

金额 30.66 万元。慈善助公益项目：2022 年通过企业定向、区

总会和镇（乡）街道两级扶持，共扶持社会公益性项目 7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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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金额 411.9 万元。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12 月，高桥镇分会

举办了首届公益创投项目评审活动，通过“项目路演+现场答辩”

的方式，让帮扶成效更显而易见。

2、积极参与对口扶贫。总会积极参与东西部帮扶协作与山

海帮扶协作，去年 6 月，区慈善总会联合海曙区工商联、区民

政局、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等赴凉山喜德县考察，慰问了 20 名

困难群众，支出 2 万元；同月，丽水市庆元县发生特大暴雨灾

害，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影响，作为山海帮扶的对口

单位，区慈善总会第一时间向庆元县慈善总会援助 25 万元，重

建屏都小学被洪水淹没的学校食堂，包括购置报废老化的厨房

设备及餐桌餐具等，让学生们在开学之际吃上了暖心的饭菜。

3、扶持慈善产业帮扶基地建设。去年初，区慈善总会领导

对 2021 年度我区的慈善产业帮扶基地进行考核，对基地帮扶、

产业规模、台账记录等情况全面验收，并对新一轮申报的区级

基地进行实地现场考察。通过考评考察，除原有的四家基地，

我区又新增两家，分别是古林绿畦家庭农场和章水李家坑高山

农蔬产业园。目前，区总会共有 1 家省级慈善帮扶基地、1 家市

级慈善帮扶基地、4 家区级慈善帮扶基地。通过扶持慈善产业帮

扶基地建设，精准帮扶困难人群，通过基地的辐射，助力周边

民众增收致富。

4、持续服务抗疫大局。去年初，受杭州新一轮新冠疫情影

响，一部分杭州市民在我区集中隔离点过年。海曙区慈善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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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响应上级指示，联合海曙区民政局、团区委等单位，

开展被隔离人员慰问活动，累计采购爱心礼包 1000 余份，全部

赶在除夕夜之前发放到位，让被隔离群众在海曙过上一个温暖

的春节。

疫情紧张时期，区总会积极接收并发放我区爱心企业及爱

心人士捐赠的款物，共同助力早日打赢这场疫情歼灭战。

三、加大文化宣传，扩大慈善组织影响力

做好宣传工作，是慈善组织打造慈善品牌的重要平台。这

一年，区总会不断延伸触角，形成了多角度、多渠道、多形式

的宣传理念，有力引导和促进了我区慈善事业的发展。

1、评先评优，弘扬社会正能量。去年 9 月，在第七届“浙

江慈善奖”表彰大会上，我区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如成荣获“慈善楷模奖”，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荣获“机构

捐赠奖”，我会及时联合《海曙新闻》等多方媒体，全方位报道

跟进宣传；10月，海曙区政府对我区30个“慈善楷模奖”和 20

位“慈善之星”发文表彰，通过评先评优进一步增强慈善感召力，

为我区慈善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去年底，总会领导陆

续上门一一为这些获奖者颁发奖牌奖杯。

2、借助活动，巧搭平台扬善念。2022 年 3 月，区慈善总

会联合海曙堇韵慈善艺术团在白云实验剧场举办两天三场慈善

戏曲义演，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慈善文化，传承中华传

统文化，让老百姓更为直观地理解慈善、参与慈善。9 月，在第



— 7 —

七个“中华慈善日”之际，区总会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月

活动。8 月 31 日，总会在《海曙新闻》报纸上刊登《海曙区慈

善总会 2021 年慈善资金募集公告》，9 月 5 日，中华慈善日当

天，总会会长王黎明一行分头走访慰问了我区圆梦、红烛、安

健、满天星、宁波人物新媒体等几家直属义工大队，看望慰问

了义工大队的相关负责人，细致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

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同时开展慰问农村老党员、推进基层慈

善“四大工程”建设等一系列活动。与此同时，我区各镇（乡）、

街道分会的宣传活动同步开展。洞桥镇、横街镇、段塘街道丽

园社区、南门街道马园社区等慈善分会和慈善工作站发动居民

群众开展了“慈善一日捐”活动，献出爱心；西门街道开展翠

柏里公益集结地志愿服务活动，为周边 200 余名居民提供便利。

3、拓展阵地，多渠道宣传慈善文化与典型。总会不断拓展

宣传阵地，在总会的官网、微信公众号基础上，不断加强与主

流媒体合作，通过新闻报道、专刊报道、编撰五年宣传册等形

式宣传慈善活动，营造浓厚慈善氛围。去年 4 月，已故老党员

郑伦祥的家属按照老人意愿捐出他的毕生积蓄 100 万元，用于

在章水镇郑家村设立助学基金的事件，人民日报 APP 进行了跟

踪报道，题为：《让爱心延续！老党员去世后，家属代捐其毕

生积蓄 100 万元设立助学基金》；10 月，中国新闻网跟踪报道

了我会援建庆元屏都小学爱心食堂的新闻，题为：《“山旁”

学校的“海边”食堂 浙江海曙携手庆元话山海情》。换届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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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了一本五年宣传册，通过图文的形式，全方位、直观地呈

现总会近五年来的工作。

四、打造特色品牌，义工活动常办常新

2022 年,我区各直属义工大队及各慈善分会结合各类活动、

重要节日等定期开展义工活动，共计开展各类义工活动 258 次，

服务受助对象 21029 人次，累计服务时间 1948 小时。

1、打造“天天义工”品牌。2022 年，依托海曙慈善商店

平台，总会联合圆梦、安健、红烛义工大队，精心打造“天天

义工”品牌，每周一至周日上午 8 点半至 10 点半，我们每天都

安排义工，有固定的义工服务在慈善商店开展，有修伞、修理

小家电、理发等，并根据需求不定期调整服务项目。我们还把

每日的服务项目张贴在商店门口，极大地方便了周边居民，也

让慈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据统计，去年各项义工服务共服务

居民 1000 余人（次）。

2、组织开展海岛支老活动。9 月，总会积极响应民政部门

的“海岛支老，一起安好”项目，区慈善总会联合区安健慈善

义工大队来到舟山六横岛六横镇敬老院，为院内老人带去理发、

量血压血糖、采耳等服务。

3、义工服务形式多样。圆梦义工大队在居家养老服务的基

础上，协同打造西门街道翠柏里公益集结地；红烛义工大队开

展艺术课堂、运动健身等助残活动；安健义工大队开展了形式

多样助老扶残等公益活动；区美发美容化妆行业协会义大大队

积极组织参与各类义剪活动；宁波人物新媒体慈善义工大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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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网络视频助力宁波抗疫，并开展爱心公益餐救助、助学等活

动；区满天星慈善义工大队开展从田园到餐桌等各类活动为精

神智力残疾人融合社会提供支持。

这一年，海曙区满天星慈善义工大队报送的“从田园到餐

桌”星宝农疗项目，荣获市第十届慈善公益项目设计大赛三等

奖。在海曙区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七届“海曙慈善奖”中，海曙

区高山巡回医疗卫生服务项目、鼓楼街道文昌社区“百岁粥坊”

荣获“慈善楷模奖”，圆梦义工大队负责人陈忠潮、红烛义工

大队负责人黄爱萍、安健义工大队负责人王培红、区美发美容

化妆行业协会义工大队负责人梁文海荣获“慈善之星”。

五、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组织服务水平

1、党建引领，加强组织建设。去年 2 月，区慈善总会党支

部成立，这一年，总会采取集体活动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不

断提升队伍政治素养，使党建工作真正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强

大助推力，推动我区慈善工作高质量发展。

2、用心筹备，换届大会顺利召开。经过前期筹备，去年 7

月 15 日，海曙区慈善总会四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慈善大会召

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海曙区慈善总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第三届理事会财务收支情况报告》《海曙区慈善总会章程》

（修订草案）等，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理事、领导班子成

员、监事，为我区慈善事业发展奠定良好的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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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慈善商店县学店开业。2022 年 6 月 1 日，位于县学街

66、68 号的海曙区慈善商店正式开业，我们采取“慈善商店+

天天义工”的模式，方便周边居民同时，也吸引了不少从别的

县市区赶来的居民。有一位路远的老伯，路过商店时看到有这

么多服务，几天后特意从家里拿来需要修补的东西坐公交车来

商店处理，对义工们的服务连连称赞。享受服务的同时，也带

动一批居民前来捐赠爱心物资，真正使商店成为一个爱心中转

站。同时，慈善商店还同步开设了线上商城，部分商品可以在

微信小程序下单购买。

4、推进基层慈善“四大工程”建设。这一年，区总会将古

林镇蜃蛟村、集士港镇岳童村、南门街道马园社区列为我区“四

大工程”建设试点村、社区，并组织三个试点村、社区的相关

负责人赴象山考察学习先进经验，考察回来后，总会领导赴试

点村、社区实地调研指导，根据各自优势特点布置推进试点工

作，积极开发可利用慈善资源。去年 12 月，该三个村、社区试

点工作完成，我会已先后在街道片区、镇（乡）片区召开现场

会，目前，我区基层慈善工作正全面铺开。

5、加强培训交流，提升业务水平。2022 年，我会充分利

用换届大会、各类基金签约仪式、机关分会成立、考察走访等

交流契机，加强与各方各界交流，普及慈善理念的同时，不断

提升业务水平。11 月，区慈善总会组织各镇（乡）、街道慈善

分会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全区慈善业务培训会议，业务培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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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动员的同时，也互相增进了解。

6、公开透明，持续打造“阳光慈善”。中华慈善日前夕，

我会在《海曙新闻》报纸上刊登 2021 年慈善资金募集公告，自

觉接受社会监督；每年总会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对外窗口，

公布善款收支数目、流向等，提升募集善款管理、使用的透明

度，强化社会对慈善工作的监督，不断提升慈善公信力。

一年来，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自

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比如，在参与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

的背景下，总会所发挥的作用距离党和政府以及困难群众的期

盼还有一定差距;信息化建设成效还不够明显;文化宣传尤其是

基层慈善宣传有待进一步深入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下

一步工作中着力加以解决。

2023 年主要工作思路

2023 年，海曙区慈善总会将以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

接续奋斗征程，力争更大作为。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党建引领，塑造坚强保证。2023 年，区慈善总会将坚

持把党建工作作为推动慈善事业的坚强保证，促进党建与慈善

业务融合发展，定期组织开展党建活动，及时贯彻落实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将党委政府的要求、困难群众的需求和慈善工作

的追求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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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拓展募集，增强慈善实力。为了高质量做好这一年度

工作，我会将注重在增强慈善实力上下功夫。健全和完善区、

镇(乡)街道、村(社区)三级慈善组织网络，持续推进基层慈善

“四大工程”建设。借助慈善网络平台，加大善款筹募力度，

聚小爱，成大海，为开展救助项目奠定雄厚的资金基础。同时，

积极做好到期基金续签工作，截至目前，今年已有雅戈尔集团、

狮丹努集团、华恒建设集团、中习集团、波尔管业、国骅集团、

宁波金茂等企事业单位的 11 个基金完成续签。

三、久久为功，提升救助实效。慈善工作的显著特点就是

“雪中送炭”，帮人之危难，解困之急需。这一年，我会将在

做好助病、助学、助医、助困等“十大”救助基础上，着力拓

宽新的慈善领域，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我们将推出四明山

区域乡镇村级慈善资金配套捐赠方案，通过总会配捐的方式让

资金更加聚焦山区困难村民。此外积极引导社会各界爱心企业

及爱心人士参与进来，凝聚力量，久久为功，在助力乡村振兴、

助推共同富裕征程上彰显慈善作为。

四、拓宽渠道，弘扬慈善文化。一方面，拓宽宣传渠道，

在总会官网、公众号等平台基础上，借助各类媒体及宣传手段，

对慈善领域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典型事例及时跟进

报道，讲好慈善故事，树好慈善形象，弘扬社会正能量。另一

方，拓宽宣传队伍，鼓励和倡导总会内部人员、各慈善分会、



— 13 —

基层慈善工作者及企事业单位积极加入宣传队伍中来，形成“人

人都是慈善文化宣传者”的良好局面。

五、突出品牌，提升义工服务。积极探索总会与各义工大

队的合作整合方式，进一步提升我区义工队伍服务水平。一是

以慈善项目为纽带，加强联动交流，实现慈善服务效益最大化；

二是以慈善商店为载体，持续打造“天天义工”品牌，同时吸

纳更多社会力量通过慈善商店平台开展慈善服务；三是根据实

际需求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专业服务技能。

六、规范管理，加强队伍建设。通过业务交流培训，加强

人才队伍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坚持信息公开制度，

保证民众特别是捐赠人的知情权、监督权，主动接受社会各界

的监督和质询，提高财务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同时，强化对镇

（乡）、街道分会的建议指导，推进各分会慈善工作再上新台

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