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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与中

国农业机械化协会签订

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
议袁 双方将整合各自业
务领域的资源优势袁创
新机制袁深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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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公益项目

公益项目院在场与破题
理解中国公益，应当先了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公益项目。而要理解公

益项目，则需清楚其锚定的社会问题，这是公益项目的魅力，也应当是认知

的基础。

“目前农村 0-3岁婴幼儿的
养育指导服务基本还是空白，亟

待改善。”有问题存在，就会有在

场和破题的力量。

2015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
会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发起

一项结合早期养育指导及营养

干预，为 6-36个月婴幼儿及其
看护人每周提供免费、专业化的

入户一对一养育指导（“家访”）

项目，名为“慧育中国：山村入户

早教计划”。据项目官方资料披

露，目前该项目覆盖儿童 1.5
万，受益儿童总数超 4万。

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官

方网站上，这一项目所在的分

类，被冠以“社会试验”之名。

这里或许可以引入一个关

于公益认知的大讨论———公益

是否真的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答

案见仁见智，肯定或否定者都大

有人在。大爱清尘秘书长方晓星

2024 年在接受《公益时报》专访
时曾提到，大爱清尘将议题分为

三个层次，其中最宏观的是在全

社会和政策层面影响议题发展。

“社会组织成立的根源就是要去

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如果不做倡

导，只做基层救援，其实是对社

会问题没有回应的。”

有观点认为，参与公益事业

的社会组织像是扮演社会实验

室的角色，而公益项目正是一种

试验，在商业或政府未及之处锚

定社会问题开展行动，以探索解

决问题的路径为首要目的。

也正因如此，许多从业者都

会自我调侃，“希望失业”。因为

失业就意味着其所关注的社会

问题灭失。可每位从业者都知

道，这很难：难在路径探索，难在

模式推广，难在资源引入，难在

问题庞杂、根深蒂固。

但在场袁就要干遥
中国公益人有这样的精气

神。有报道引用数据显示，根据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农村

0-3 岁婴幼儿共有 1527 万，以
原脱贫地区农村儿童占 20%计
算，最少也有 300 万儿童需要接
受入户养育指导。

“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决定

增大投入之前，迫切需要联合

更多合作伙伴，形成更加广泛

和可行的示范效果。”2024 年，
在成功实施“慧育中国：山村入

户早教计划”基础上，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规模化升级扩展，

发起“阳光起点：十万农村婴幼

儿入户养育指导行动计划”，将

受益儿童人数提高到 10 万人，
并达成“千乡万村”的覆盖目

标。基金会负责人预估，届时该

行动计划将成为我国农村儿童

早期养育领域内最大的试点项

目，预期将产生重大的社会及

政策影响力。

更广袁 是农村 0-3 岁婴幼
儿支持类公益项目的关键词遥
他们聚焦社会议题，填补空白，

深入开展社会试验，更大范围

纳入改变对象，彰显公益行动

的样本价值。

同样在 2024 年，还有很多
“老朋友”迎来新的生命周期。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乡

村振兴项目可谓开展早、影响

深，但随着乡村发展与生产革

新，公益力量如何切入乡村振兴

环节、适应新的发展需求？越来

越多的问题摆在面前。

“时移世易，因地制宜，因势

利导”，农机社会化服务项目在

新问题识别中应运而生。该项目

依托村集体，组建合作社，面向

小农户，旨在通过助力农机社会

化服务，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

高农业生产组织化水平，构建联

农带农机制，助力欠发达地区农

机社会化服务发展。

2024年，是这一项目深入实
施的首个完整年份。这一年，中

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农业

机械化协会签了一份战略合作

协议，整合各自资源优势，创新

机制，深化合作，搭建农机社会

化服务合作交流平台。

更深袁 是乡村振兴类公益
项目的关键词遥 他们锚定乡村
环境，紧跟时代变化，更精准地

识别受助群体的切实需求与发

展诉求，彰显公益行动的支持

价值。

同乡村一样既宏观又微观

的场域还有一个，并作为一个专

业议题被公益从业者反复提起，

即便已经扎根在这个领域多年

的慈善组织也试图从中找到新

的方法与可能。在那里，不同年

龄、不同背景、不同习惯的人们

汇集，需求耦合，呈现一幅复杂

多样但和乐融融的社会图景。

那里是社区，是 2024年中国
公益慈善事业聚焦的最小景观。

在社区，养老、教育、助残、

流浪动物救助、环境保护等一系

列需求交织，提出难以计数的命

题，也引导公益从业者针对性设

计公益项目，投身一线实践。

2024年，新修改的《慈善法》
正式施行，其中一大亮点是“国

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社区

慈善组织，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

建设，发展社区慈善事业。”这一

年，由郑功成带领的中国社会保

障学会慈善分会，也在推动《慈

善法》修订之后将着力点之一定

为社区慈善。

自 2023 年年底开始，中国
社会保障学会和腾讯公益合

作，以其慈善分会成员为主要

力量开展社区慈善实验项目，

为社区慈善理论提供实践支

撑。“立足社区，动员社区，服务

社区、提升社区”，是这场行动

的方针。实践至今，项目多有成

果，为更多关注社区发展的慈

善组织和从业者提供理论基础

和实践视角。

更新袁 是社区类公益项目
的关键词遥 他们观察既有的问
题，引入更新的路径。在这里，

新的模式在实践，新的事业在

探索，新的需求被发现，新的可

能被看见。

除了学者的深度参与，2024
年开展的公益项目中也迎来更

多的社会个体与群像，他们依托

项目，发挥媒介话语权，扩展公

益影响力，呈现更加多元的公益

生态。

如，为发挥新媒体主播、创

作者等新就业群体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凝聚新媒体

从业者，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志

愿服务，助力社会治理，中国志

愿服务联合会联合清华大学社

会科学学院共同发起新媒体志

愿者公益研修计划，并于 2024
年 3月启动首期项目。在此基础
上，12 月 21 日，主办方进一步
启动新媒体志愿者公益行动计

划，旨在搭建高质量新媒体志愿

服务供需对接平台，扩大新媒体

志愿者队伍，丰富新媒体志愿服

务活动。

这一年，以抖音为代表的短

视频平台上，公益的元素更加立

体：创作者深入学校、养老院等

公益支持地开展切实的服务，并

生产内容扩展公众影响力，引导

公益捐赠，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慈

善组织穿越周期。

这一年，更多支持公益发展

的工具价值被看见，企业结合经

营实际拥抱社会议题，推动问题

改善：4 月，饿了么宣布消费者
碳账户“e点碳”正式上线。“e点
碳”基于用户的低碳消费行为建

立积分体系。据介绍，只要用户

在饿了么下单时采取了无需餐

具、小份菜等低碳环保行为，都

可获得相对应的积分。除兑换相

关权益外，用户还能使用积分参

加碳中和公益项目，比如捐赠森

林保护项目等。

这一年，随着全球化发展浪

潮不断向前推进，中国企业在全

世界更大的市场里找寻穿越周

期的秘诀。中国公益随企出海，

在护航中国企业在地发展的同

时，探索议题国际化视角，推动

议题的深度识别，并为中国公益

慈善事业寻求更大增长。

更远袁是所有公益项目的关
键词遥 在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前，挺过周期、寻求发展是回顾

中国公益项目 2024年情况题中
应有之义。

但，2025 年发展趋势如何？
这个问题显然不易回答：大病品

牌信任垮塌、中小机构筹资困

难、从业者薪资两极分化……疑

难显见。具体而言，2025年中国
公益项目所面临的是如何重建

项目品牌，构建公众信任，拓展

投资渠道。或许谜底就藏在谜面

上，向纵深识别议题，关注更具

体、更切身的社会问题，拥抱社

区这一公益景观的最小颗粒，从

更多样、更多元的社会力量结

合，成为破题的关键。

当然，回归根本，公益项目

的存在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

庆幸的是，当每一个“灾难”意

外来临，中国公益都会第一时

间在场，这便是最本源的趋

势———在场。

姻 本报记者 赵明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