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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慈〔2024〕8号 

 

 

（2024年1月鄞州区慈善总会六届三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 

 

一、2023年工作总结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鄞州区慈

善总会在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和关心下，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

大力支持下，各项工作有序运行，保持平稳发展。 

（一）募集工作稳中有进，上下联动高效协同 

2023年，全年募集总收入 1.18亿元，同比略有上升。募集

工作呈现以下 3个特点： 

1.“四大基金”稳步壮大，规模提升 

新建、续建“企业留本捐息冠名基金”47 个，目前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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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达到 278个，总规模 8.7亿元，基金规模上千万元的企业有

29 家。鄞州银行规模 8000 万元，荣获长三角之星爱心单位。共

富基金初显规模：继 2022年姜山镇首创规模 5000万元商会共富

基金之后，白鹤街道、塘溪镇商会各建立 1000 万元商会共富基

金，潘火街道建立 600万元星火教育基金。镇（街道）慈善帮扶

基金规模达到 1.28 亿元，其中钟公庙街道新建街道基金 1000 万

元，该基金规模达到 3000 万元，居全区首位。村（社区）慈善

帮扶基金现有规模 7132 万元。小额冠名基金持续增加，新增小

额冠名基金 268万元，目前该基金总规模达到 3319 万元。 

2.“慈善一日捐”形式多样，爱心踊跃 

2023 年“慈善一日捐”覆盖面广，参与人数多，机关、企

业、农村、个人热情高涨，共募集善款 2676.97万元。其中，85

家机关单位通过银行转账、现场捐款、扫码参与等多种形式共捐

款近 220 万元，参加单位个数比 2022 年增加 8 个。6 月，在下

应街道湾底村举行“慈善一日捐”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100余名

该街道机关干部、爱心企业代表和湾底村民代表积极响应，率先

捐款，新增慈善基金 1100万元。“一日捐”中涌现不少感人事迹：

低调爱心人士陈国成连续 8 年奉献爱心，累计捐款 81.8 万元；

在环卫一线工作了 40 年的环卫工人杨东恩，2023 年又捐款 500

元，累计捐款达到 5 万余元；“妙音”女士自 2013年起每年 5月

12 日前后都会捐款 3000 元，已连续 11 年；一位爱心画家将爱

心拍卖作品的善款 10 万余元，定向用于云南大理孤独症儿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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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 

2023年“慈善一日捐”，本会首次开通互联网扫码捐赠渠道，

为每个参与单位生成专属二维码，线上累计募集 276 万元，参与

人数超过 1万人（次）。还开展了钱湖丽园社区的“i咖啡”，“旧

物换新”慈善超市紫鹃社区店，“益颗树”公益团队等网络募集

项目，突破了时间地域上的限制，使筹款更加高效便捷。 

3.定向捐赠对口帮扶，目标明确 

全年完成两地对口帮扶资金募集 1232.68万元。跨区域定向

帮扶成效显著，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150 万元，

全部用于木里的教育事业；宁波市鄞州亚大汽车管件有限公司捐

赠 14 万元，定向用于鄞州区公安分局结对帮扶黔西南州普安县

开展警务交流，开办“少年警校”、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鄞州

区总工会捐赠 40 万元，定向用于木里、盐源县职工活动开展、

“两节”送温暖及户外劳动者驿站等职工活动阵地建设公益性项

目。 

（二）救助工作扎实开展，项目帮扶提质增效 

全区慈善围绕“五助一赈”、十大工程、80个项目开展慈善

救助，全年发放慈善资金 1.04亿元。 

1.“五助一赈”助力共同富裕 

本会始终找准定位，立足共同富裕，救助工作总体归纳为“五

助一赈”，2023 年助困（含春节送温暖）支出 3633.3 万元，助

医支出 1444.4 万元，助学支出 216.9 万元，助老支出 164.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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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助公益及各类专项定向支出 4792.1 万元，赈灾支出 133.4

万元。 

（1）传统救助内容面广量大 

本会现有“十大工程”、80个项目，力求做到多领域、广覆

盖、真帮扶、见实效。春节前夕，开展了慈善暖心系列活动，向

全区 1.5 万余户困难家庭发放慈善款物 1287.96万元。健康成长

护航工程支出 354.64万元，用于对全区公办中小学生 34.5万人

次的视力普查。有些项目效果显著，如专门用于医治先天肢体畸

形患者的“情暖手足”慈善项目通过专业的医疗团队，以精湛的

医术、博大的爱心，已经深入全国，尤其是新疆、内蒙古、山东

等地区，为众多可手术的肢体畸形困难患者送去了福音，年度支

出 97.32 万元，并被中华慈善总会评为 2022 年度“中华慈善品

牌”项目。血透 110 项目年度支出 70.18 万元，为 58 名患者进

行了全年免费血透治疗。 

（2）项目救助开辟全新领域 

在做好传统项目的同时，对多个慈善公益项目进行完善和提

升，如支出 500万元用于鄞州二院进行血透 110项目的场地拓展

及设施添置等，安排 200万元用于鄞州二院医共体咸祥分院建设

血透室；云龙镇自筹 100 万元用于甲村村百岁堂建设。打造十大

“慈善空间”：支出 248.81万元在市艺术实验学校打造 900 平方

米的“我能成为你”先锋广场；支出 40 万元用于下应滨水体育

公园内智能健身设施投入；安排 60 万元用于五乡泰和慈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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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内布置、增加慈善健康行步道、慈善文化墙、慈善驿站等内

容；安排 30 万元用于云龙镇龙舟巡游活动。 

同时还注重部门联动，已有 16 个区级机关、部门在本会建

立专项基金。其中，与区法院联合建立的司法援助基金规模达

2000 万元，年度支出 224.3 万元，用于帮扶“执行不能”的个

人、暖心对象及司法援助保险；与区民政局联合建立的 1000 万

元未成年人保护基金，安排 50万元，为事实无人抚养群体赋能；

与区委宣传部联合建立的 1000 万元新时代文明实践“首善”基

金，安排 50 万元，用于春节暖心帮扶、蓝天救援、甬宁保购买

等。 

2.基地建设务求赋能成效 

进一步巩固、提升慈善创业共富基地的辐射帮扶作用，对基

地开展了年中、年末两次考核，督查台账，查漏补缺。新增创业

共富基地 2 家，现有基地 17 家，其中创建省级基地 1 家、市级

基地 3家，年度帮扶资金支出 291 万元。联合区总工会、区农业

农村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慈善创业扶一把项目，现共有

29 户慈善创业扶一把对象，帮扶资金支出 63.5万元。 

3.对外援助彰显鄞州大爱 

积极开展区外救助，先后向盐源、木里等对口帮扶地区支出

款物 1901.8 万元，其中，支出 108.8 万元援助新疆。7 月，区

慈善总会获评浙江省“慈善山海协作先进单位”。 

9 月，“鄞衢助医”慈善捐赠仪式在衢江区中医院举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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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捐赠 100万元，再次助力“鄞衢助医”项目，主动聚焦解决衢

江区“一老一小”的社会难点问题，实实在在惠及经济困难的孤

寡老人、白内障老年患者、妇女儿童、长期血透患者、肢体畸形

人士、慢病患者等群体。 

持续开展对口地区的产业帮扶，与对口办、商务局联合开展

“共享香猪”、“共享苹果”消费帮扶活动。 

（三）义工工作开拓创新，精心打造优质品牌 

积极弘扬“奉献、参与、互助、进步”的义工精神，勇于突

破、推陈出新，在推进“人人慈善标杆区”建设的同时，打造鄞

州义工优质品牌。 

1.承上启下续开新篇，义工队伍不断壮大 

4 月，区慈善义工分会召开第三届慈善义工代表大会，回顾

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区慈善义工的发展历程。目前，义工分会下辖

33 支义工大队、1 支直属义工分队，义工人数达 6 万余人。 

2.创建特色服务平台，品牌建设持续深化 

打造“慈善义站”新名片。9 月，全市首家常态化开放的集

爱心募捐、救助帮扶、慈善义工服务活动于一体的义工特色公益

平台——“慈善义站”开张。义站除法定节假日外每天开放，全

部由义工轮流值班，真正实现“慈善义站，义工自治”。义站开

业四个多月来，共开展活动 26 次，到义站捐献爱心款的人次达

160 余次，累计捐献爱心款 7000 余元，通过扫义站二维码加入

慈善义工队伍的人数近 180 人、在义站参与义工服务人数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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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人。 

红色力量、美发美容、百合心理等慈善义工品牌继续深化。

红色力量慈善义工大队组织活动 67 次，超过 5000人捐献成份血

6101.5 份，全血 28.5万毫升，公益时间 2.4万小时，并被国家

卫健委授予“2023 中国家庭健康守门人”荣誉称号。美发美容

行业协会慈善义工大队开展帮困助老助残活动 197场，惠及 7200

多人次。百合心理慈善义工大队进入社区、学校、义站、企事业

单位开展了 121场心理健康科普讲座，受益人数达到 4058人次。 

3.义工活动丰富多彩，自发奉献蔚然成风 

全年共开展义工活动 4052次，参加义工人数 14.5万人次，

服务总时长超过 20 万个小时，受益群众达 116.6万人次。 

3 月，120 名义工参与了宁波诺丁汉大学举行的陪伴唐氏综

合征儿童“彩虹跑”、爱心义卖及唐宝运动会两场大型义工活动，

该新闻在《宁波日报》甬派上的点击率高达 30多万人次。4 月，

承办了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主办的“心有

善，爱无疆”——迎接 9·5“中华慈善日”系列公益活动启动

仪式。组织全区 12 支义工团队、100 余名慈善义工在姜山镇狮

山公园内为群众提供理发、磨剪刀、推拿、义诊、心理咨询等便

民服务。6 月，开启为期 5 天的“木里学子研学之旅”。8 月，“微

光”慈善义工向美团外卖小哥“夏日送清凉”。10 月重阳节，40

余位义工赴鄞州区怡康院为 300多名老人提供义诊、健康咨询、

游园活动、集体祝寿会等服务。11 月开展“感恩有你 与爱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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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义站关爱户外工作者系列暖心活动，为户外工作者们送

上爱心礼包。慈善义工竞相报名参加各类服务活动，自发性、自

觉性得到充分体现，在服务中奉献爱心、宣传慈善、弘扬正气。 

（四）宣传工作持续发力，构筑优良慈善生态 

1.织密慈善宣传网络，各级媒体高频报道 

在各级各类媒体上共计宣传鄞州慈善信息 360 余次，实现

“天天有新闻”，其中，国家级媒体录用鄞州慈善稿件数量超过

100 篇次，除《慈善公益报》、“慈善公益报社”公众号、中华慈

善总会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慈善系统最高媒体经常宣传鄞州慈善

外，《人民日报》、《今日头条》、《学习强国》等政治类官方媒体

平台也有 20 次的刊登。 

2.大力开展特色评选，挖掘各地慈善典型 

为塑造良好的慈善环境，弘扬慈善精神，提升鄞州慈善关注

度，总会 6 月发文开展 2023 年度“感动鄞州”十大慈善新闻事

件（人物）的征集，先后收到 73 篇。首轮筛选出影响力较强的

20 篇后，在总会公众号进行投票，结合投票结果和专家意见评

选出 10篇，给予鼓励。 

3.着力新建慈善空间，提供多元慈善体验 

全年共打造慈善空间 6个。3 月，在鄞州万达影城打造了全

市首个影院类慈善空间——慈善影院。9 个月来，组织近 20 场

新片公益观影活动，受众包括残疾人、自闭症家庭、唐宝、老年

人、慈善义工、户外工作者等群体。宁波艺术实验学校先锋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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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媒体等形式展陈了百余位宁波先锋的事迹，教育孩子们感

恩、知礼，学先锋、做慈善；以及中河街道城兴社区“幸福里，

益起爱”、首南街道首善有爱助残服务中心等，获评市级慈善空

间。 

云龙镇正在积极打造“甲村村慈善公园”，将募集、救助、

义工助人、慈善文化传播等多种慈善元素融入公园的自然景观和

草木亭台中，营造景中有慈、园中有善的氛围。 

（五）强化推进规范建设，严格落实制度保障 

1.逐层深化基层建设，确保夯实组织基础 

已实现 4 个全覆盖，即全区村（社区）工作站全覆盖、工作

班子全覆盖、村（社区）基金全覆盖、义工队伍全覆盖。完成了

各镇、街道慈善分会以及相应慈善义工大队的更名工作。6 月，

承办省慈善联合总会召开的为期 3 天的全省慈善组织宣传骨干

培训班。此外，山东省蒙阴县、温州、金华等地慈善同仁前来本

会考察交流、参观走访，互学互鉴，逐步提升基层建设。 

2.对标严抓内控管理，完善制度确保规范 

重视内部治理，对标机关、部门的规范制度，结合实情近况，

新增慈善资金募集、管理、使用、财务方面制度 20 余项，完善

内控制度，明晰各自岗位职责。将基金管理办法、内控制度分别

编印成册，打造透明高效的公信慈善。 

加强数字慈善建设，全新开发集慈善募捐、项目管理、财务

管理、物资管理等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实现后台审批、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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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三大功能，打造慈善信息化平台，实现区、镇（街道）、村

（社区）三级慈善组织跨部门、跨层级的信息共享，打通扶危济

困、公益惠民的“最后一公里”。2024 年，数字化平台将进入操

作实施阶段，并完成慈善数字平台驾驶舱建设。 

当前鄞州慈善事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有：慈善理

念的普及还有待增强，企业公民责任感、公众慈善参与率有待进

一步提高；鄞州慈善的品牌影响力需要优化提高；慈善服务能力

和水平需不断提升等。 

二、2024年工作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人人慈善标杆区”建设的目标要

求，努力壮大慈善募集实力、强化慈善救助成效、深入慈善文化

传播、规范慈善组织运行的现代慈善事业发展格局，充分发挥慈

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一）把握主基调，稳中有进，以进促稳 

把握总体向好的主基调，做到三点：一要主动服务大局。慈

善是调节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要精准定位，紧紧围绕共同富裕

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展现慈善在推进共同富裕新征程

上的新作为、新担当，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新时代慈善事业创新

发展。二要突出党委领导、政府重视。借势借力，促进认识再提

高，措施再强化，要求再提升，全力履行职责使命。三要加强部

门合作。挖掘各方资源，发挥部门优势，寻找团结合作的共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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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成一股绳，发挥各方力量的光和热。 

（二）聚力攻筹募，拓宽渠道，壮大实力 

1.锚定目标，提升“四大基金”规模。以新建、扩建四大基金

为募集主渠道，在 29 个千万元以上规模基金、200 多家企业建

立基金的基础上，力争冠名基金进一步壮大。镇（街道）慈善帮

扶基金、村（社区）慈善帮扶基金、小额冠名基金规模再拓展。 

2.项目引领，激活募集增长引擎。通过大户牵头的引领作用，

实现项目“点单式”募集，优化建立“定项目、选项目、捐善款”的

募集流程，建立预备项目库。 

3.链接资源，发挥镇街、部门作用。夯实基础，发挥镇（街

道）的经济主体优势，以及其在链接慈善资源、促进供需对接中

的积极作用，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依托部门拓展慈善募集平台，

调动多方资源，出台配套政策，做大慈善“蛋糕”。 

4.创新渠道，引导建立长效机制。多途径宣传推广直播、拍

卖等形式新、成效佳的募集办法和经验进乡村、进机关、进学校。

多形式开展“慈善一日捐”，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慈善捐助，形成可

持续的善款募集机制。 

（三）着力抓救助，扩围增效，真情为民 

1.形成体系，“十大行动”覆盖全区。将总会救助项目梳理、

整合为“十大行动”：助困帮扶行动，创业共富行动，平安安全行

动（公安、法院、政法委、退役军人事务局），健康生命行动（医

疗），关爱下一代行动（关工委），阳光育才行动（教育），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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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行动（老年人），对外合作援助行动（区外救助），美丽乡村

建设行动（公益），应急救助行动（突发性、灾害等）。 

2.绩效评估，确保救助解困见效。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绩效评

估机制，针对已开展救助项目的成效、综合满意度进行评估。对

于帮扶效果一般、需求萎缩、帮扶对象或资金逐年减少的项目、

帮扶对象，实行项目退出或中止帮扶。提出目标，研究项目定位、

总结项目规律、提升项目质量。 

3.公益融合，有效推进乡村振兴。积极开展公益性教育、医

疗、养老、残障康复、文化体育等项目，拓展慈善服务领域和范

围，助力乡村振兴。切实提升各项目的救助实效，发挥救助资金

的最大效用。 

（四）深化义品牌，博采众长，服务社会 

1.善聚人才，创建特色新团队。本着“成熟一支，发展一支”

的原则，新建一支专业的摄影家直属义工分队，做好新队伍的建

设及培育工作，发挥其特色专长，用镜头记录鄞州慈善的闪光时

刻。 

2.贴近民生，拓展特色新品牌。着力打造如蓝天救援义工队

等富有鄞州特色的慈善义工服务品牌，开展贴近民生、需求广泛、

卓有成效、丰富多彩的服务活动，扩大鄞州慈善义工品牌效应。 

3.广泛参与，探索服务新模式。鼓励探索“政府+社会”的服

务新模式，调动多方积极性，努力形成政府保障基本、社会多元

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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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打造善文化，创新载体，提升品位 

1.普及意识，推进慈善文化“五进”。继续开展慈善文化进校

园、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农村活动，增强群众慈善意识，

提升慈善软实力。 

2.制定标准，创建多元慈善空间。制定慈善空间评定标准。

进一步挖掘并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群众需要、形态多样、内涵丰

富的“慈善空间”，提升鄞州慈善影响力。 

3.培育理念，增强慈善文化氛围。创新载体、丰富形式，以

新颖生动、富有特色的方式传播慈善文化，形成互动、激励、开

放的慈善文化氛围，培育崇德向善、人人慈善的价值理念。 

4.选树标杆，表彰慈善先进典型。开展“2024感动鄞州”十大

新闻事件（人物）评选，以善行感动人，以善事激励人，以善心

鼓舞人，提高社会各界群众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 

（六）严树好形象，规范管理，公开透明 

1.示范先行，夯实基层建设基础。以“五个一”建设为抓手，

以示范村、社区为试点，加强基层募集和文化阵地建设，加大实

地走访、定期抽查、跟踪反馈力度，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2.多方监督，建立诚信透明机制。积极打造“阳光慈善”，

实行资金审计、项目审计、台账审计，严把资金关。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和行政监督,推动慈善活动公开透明，增强社会公信力。 

3.落实落细，强化各类合同管理。严格实行合同的规范管理

和操作，增强合同管理和风险防范意识，确保慈善合同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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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有效性。 

4.数字办公，优化三级信息共享。正式运行方便群众、优化

效率的慈善数字化系统平台，不断完善区、镇（街道）、村（社

区）三级慈善组织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的慈善服务体系。 

5.依法依规，严格规范财务制度。严格落实内控制度，依法

依规，有章可循，确保程序到位，操作规范，资金安全，推动内

部规范化管理。 

 

 

                             宁波市鄞州区慈善总会 

                                2024 年 1 月 29 日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府办、区政协办、区民政局、全体理事、 

监事小组成员、法律顾问。 

宁波市鄞州区慈善总会                    2024年 1月 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