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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项目工作总结

项目概况：

“致敬行善者”项目是建辉基金会自 2016 年 9 月启动的一个

旨在通过为困境中的典型个体行善者提供系统支持，改善其生活境况，

进而激发并增进大众行善意识与行为的长期公益项目，“致敬困境中

的行善者”项目是承载建辉基金会使命的核心公益项目。建辉基金会

重点支持 7类困境行善者：1、抚养被遗弃的婴儿（抚养 2 名以上或

婴儿患有重大疾病）；2、义务赡养或抚养亲非故的弱势人群 3年以上；

3、冒着巨大风险抢救他人生（2 人以上或有其他行善事迹）、或在突

发灾害事件中，冒着巨大风险有效救援、救助他人的个体和团队核心

领袖 ；4、长期舍己助人，倾其所有、老无所依或遭遇变故；5、尚

在艰难维持的社会福利场所的创始人；6、尚在艰难维持的互助型行

善组织或草根公益组织创始人；7、入选感动中国人物、道德模范、

文明办好人，因帮助他人而生活贫困者。 从 2016 年 9 月至 2022 年

12 月底，建辉基金会联合国内 23个省市的 53 家项目合作伙伴，累

计建档 1655 名行善者，累计为逾 1525 名困境中的个体行善者提供致

敬礼金、生活补贴、节日慰问、长情陪伴、心愿支持等服务，并持续

为 873 位困境中的行善者提供长期支持和帮助。该项目得到了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的认可，至 2022 年度累计约有 385 万人次的捐助者献出

爱心支持。2022 年，湖南、湖北、安徽、江西、 河南、山西、四川、

浙江、陕西、广西、辽宁、云南、广东、福建、江苏、黑龙江、甘肃、

河北、重庆、山东、吉林、北京、新疆等省市均有“致敬行善者”项

目的致敬对象。

“守护纯善少年”项目是建辉基金会 2017 年 7 月启动的一个

公益项目，旨在帮助一些出生贫穷困顿之家，却积极阳光、心地善良、

乐于助人的纯善少年。 评选标准：1、小学和初中在校学生，心地善

良，珍惜亲情、友情，关心他人，乐意为他人付出，比如：热心帮助

同学和老师，邻居，残障人士，老人或其他处于弱势的人群。2、家

庭贫困或遭遇重大不测，身处困境或逆境，但不抱怨不悲观不逃避，

积极乐观地关爱家人，力所能及地承担家庭责任。3、学习态度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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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优秀或中等以上，有意愿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或者虽从经

济上接受他人帮助，但自尊自强，对未来有期待、有想法。 该项目

2022 年在安徽、湖南、江西、湖北、浙江、甘肃、广西 7 个省份开

展，守护 626 位纯善少年，发放生活补助 686 人次，守护陪伴 624 人

次，并开展参观学习、素质拓展等活动。该项目至 2022 年度累计约

有 11万人次的捐助者献出爱心支持。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建辉基金会连续四年获

得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满分 100 分的成绩。

2022 年项目工作总结如下：

一、项目关键数据

类别
年度

目标

年度完

成情况

年度完

成率
备注

新增行善者

（位）
161 184 114.29%

累计持续支持 873 位（21 年底

689 位+22 年新增 184 位）

项目直接支

出（万）
2000 2236.81 111.84%

1、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1.1 新增困境行善者目标：850 人（2021 年底 689 人，新增 161

人）

实际完成：2022 年底，持续支持困境行善者 873 人，分布在 23

个省市。（完成新增 184 人，2022 年去世 12 人：王明华、贺官德、

蒋启珍、王辉荣、刘才通、陈明安、肖卿福、李金兰、刘维保、高美

丽、刘继忠、龚晓春）

附支持行善者历年项目数据：

2016 年持续支持困境行善者 18人；

2017 年持续支持困境行善者 229 人；

2018 年持续支持困境行善者 520 人；

2019 年持续支持困境行善者 64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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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持续支持困境行善者 684 人，抗疫行善者 30人；

2021 年持续支持困境行善者 689 人，非困境行善者 80人，抗洪

救灾志愿者团队 114 个。

1.2 2022 年项目支出

项目类别支出资金明细如下：

2022 年项目支出分类统计（单位：万元）

项目 类型 金额

行善者项目

走访致敬 19.40

节日慰问 78.70

长情陪伴 30.52

生活补助 107.85

其他支持（心愿及其他） 1831.97

项目执行成本 66.1

纯善少年项目

守护陪伴 12.70

生活补助 68.60

纯善心愿 15.49

其他支持 3.46

项目执行成本 2.02

合计 2236.81

2、项目合作伙伴和服务受益人情况

2.1 合作伙伴概况：2022 年项目合作伙伴执行伙伴有 53家，分

布在 23个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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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发的有 8家：衡东县洣水志愿者协会、怀化市同心公益服务

中心、武冈市微爱公益发展中心、瑞金市赋能济困公益协会、昆明西

山区健康促进会、阳信逸佳救援队、宁波市慈善总会、成都橙熊猫公

益服务中心。

整体表现突出的：荆门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安徽善之源公益教

育发展中心、永州市冷水滩区永爱志愿者协会、醴陵市义工联合会、

鄱阳县青年暖阳联合会、南昌市青山湖区众合公益服务中心、吕梁市

离石区青年志愿者协会、郴州市惠众志愿者协会、伊川爱心粥公益协

会、南阳晨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都橙熊猫公益服务中心。

进步比较大的团队：锦州市瓷娃娃爱心协会、株洲市爱心志愿者

联合会、怀化市同心公益服务中心、伊川爱心粥公益协会、成都橙熊

猫公益服务中心。

2.2 受益人概况：行善者 873 人（含 2022 年过世的 12 位），分

布在 23个省市。详见下图。

二、项目重点工作

1、项目日常工作：克服疫情困难，和合作伙伴保持密切的线上

沟通，鼓励志愿者用打游击战的方式完成走访、陪伴等项目工作。

2、项目端筹资：把握好每一次腾讯公益平台有配捐的时机，摸

底和评估行善者需求，发动团队自筹。全年参与筹资的志愿者团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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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者团队有 132 个，实现行善者心愿 455 人次。

3、公益啦项目管理系统的开发：逐步建立项目财务管理系统，

公益啦系统的开发初具雏形。

4、3月-10 月，开展建辉公益实战训练营，组织线上课程 14次，

线下训练营 1 次。共有 136 位学员（计 2724 人次）完成了《社会组

织管理精要十五讲》、《公益做得好，还要讲得好》系列线上课程的学

习，其中 23位学员获得结业证书。并克服各种困难组织 12位学员到

长沙，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线下实战训练营。

5、坚持开展第三方评审工作：组织行善者资料初审 3 次 213 位

行善者获得首次走访致敬机会；组织行善者资助评审 4 次，184 人获

得持续的支持。

6、组织 5场项目交流会：四川、山西、益阳、株洲、长沙。其

中山西的项目交流会，省级协调机构准备较为充分，会后各执行团队

工作的积极性、规范性大大提高。

7、2022 年，客服疫情管控带来的困难，项目部工作人员走访行

善者 30位：湖南长沙的王富成；湖南益阳的段意花、石完花、孙端

美；四川的宗正兰、杨云泽、杨丽萍、陈西达；湖南株洲的邹满珍、

易跃平、易海明；湖北的严家满；云南的姚娜、张正祥、庄美兰、高

金娥、念亚飞、王龙羽、王琼；山西的冀鸿旗、梁瑛、张秀连；湖北

的芦桂芝、陈梅林、严富荣、袁梅芳；江西南昌的行善者王磊、范圣

高、徐美花、何兴武。

8、项目制度修订与完善：《项目管理手册》完善，对基本家电等

心愿物品进行单价限价等。

9、及时统计、维护每周一善传图，发动项目端传图志愿者捐 1

元，定期致谢并回馈年度礼品，目前参与每周一善传图的志愿者团队

有 37 个。

10、认真完成中基透明指数的相关工作。继 2019、2020、2021

三个年度获得满分后，2022 年再次获得中基透明指数满分。

11、认真完成腾讯第三方审计需要的项目资料收集与整理。

12、做好项目进展反馈，配合传播需要收集照片影像等素材。

三、主要项目成果

1、尝试为服务对象和合作伙伴做赋能培训，顺利开展建辉公益

实战训练营，获得诸多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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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额完成困境行善者增加目标。持续支持困境行善者目标 850

人，实际完成 873 人。

3、“致敬行善者”项目在部分区域合作伙伴的推动下，获得政府

肯定和给与荣誉。如：

四、工作反思

1、公益啦项目管理系统开发的工作量和需要的精力超过预期，

进度较慢。

2、项目流程、项目档案需要花心思、花精力进一步完善。

3、项目端优质合作伙伴的寻找和开发较慢，受疫情影响新开发

的合作伙伴见面交流很艰难，不利于加深信任和合作。2023 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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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