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 禾 社 区 基 金 会 年 报

2 0 1 6 - 2 0 1 7   





3

扎 根 社 区   滋 养 社 会，





5

千禾社区基金会

2009 年，一群具有公益情怀的企业家和学者，携手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以社区命名的

基金会——千禾社区基金会。

千禾社区基金会是广东省 5A 级基金会，也是首批获认定的慈善组织，FTI（中国基

金会透明指数）一直保持满分，排名全国第一。

她致力于与政府、企业、媒体、基金会、慈善团体、学术机构等开展合作，汇聚本土

慈善资源，通过支持扎根社区的公益服务，回应社区需求、解决社区问题。通过推动

社区的进步，进而建设一个公正、关爱和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

使命：支持成长中的公益机构与个人，以合作的态度、问责的方式，推动社区的创新

发展与合作。

愿景：建设一个公正、关爱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价值观：公信力、合作、创新及承担创新的风险。

HARMONY COMMUNITY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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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您的支持，

2009—2016 年，

千禾社区基金会筹得善款99,142,942.41元，

与348 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陪伴325 个公益伙伴扎根社区，

支持了477个公益项目，

资助和管理公益善款73,216,519.17元。

7 年数据



10

5 种筹款策略
2016 年，千禾社区基金会通过形式多样的筹款策略，

为社区发展募集公益资金29，791，867.53 元

慈善之源

专项基金
与其他基金会、慈善团体、企事业单位合作建立专项基金。

南中国环境基金 榕禾计划 贫困住房改造基金 广州地铁
扶贫专项基金

其他

10，114，152.16 元 	1，046，010.32 元 	759，690.50 元 	3，764，700.00 元 	215，195.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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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筹款
首次参与腾讯公益“99 公

益日”活动，发动公众线上

募集善款。

2016 年 9 月 7 日 -9 日

1772 人

						发起“一起捐”

2540人助力

榕禾计划

	“让异乡有家的温度”

																成功筹集

           30 万元

																											公众善款

				支持5 个社区

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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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费用捐赠
企业家理事捐赠支持基金会年度行政办公等费

用，保障基金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保本基金

1300 万元保本基金为千禾社区基金

会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016 年千禾社区基金会理事会

捐赠行政费用71万元

理事长刘小钢女士捐赠

1000 万元

敦和基金会捐赠

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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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禾力”
2016 年捐赠名单（按首字母排序）

艾路明 蔡力 蔡晓丹 陈骁 陈晓澜 陈影 陈月虹

方鸥 甘伟强 龚道蓉 郭蓉 郭秀宽 侯有坤 胡为

黄昌伟 黄朝相 简文华 姜宏岩 赖建雄 雷旷 李涵文

李维斌 梁惠芳 梁俏萍 廖满雄 林君贤 刘靖波 刘团结

刘武辉 刘小钢 陆嘉滔 罗艳 罗志东 骆政华 马吉山

马丽 麦宗强 毛映岚 梅斯詠 施建永 孙莉莉 涂骏业

汪丹 汪建 王汉 王津津 王岚 王李珏 王桐

王云华 吴伟婵 肖刘靖 谢海州 谢琳璘 杨蝉伊 杨利川

杨思侠 杨晓棠 姚远 玉迎 张华 张敏 张鑫

张祖荣 赵金华 赵娜 赵郑重 钟坚 庄心敏

捐赠个人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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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北京市朝阳区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零碳时代管理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乐知多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创绿前进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1世纪经济报道

北京自然之友
公益基金会

佛山市高明
123公益团队

佛山市高明区超然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东莞市毅行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根与芽环境
文化交流中心

佛山市高明区
青年志愿者协会

佛山市高明区地税局
佛山市高明区公益

善谷建设联盟
佛山市高明区鹏星
社会工作服务社

佛山市高明区鸿鸣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福建绿行者
环境保护公益中心

共青团广州市花都区
花东镇委员会

佛山市粤开心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馨悦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东低碳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院

广东省绿芽乡村
妇女发展基金会

广东省麦田
教育基金会

广东省广雅教育
发展基金会

广东木棉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东省南华节能
和低碳发展研究院

广州金丝带特殊儿童
家长互助中心

广州善导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东省游心
公益基金会

广东省唯品会
慈善基金会

广州市从化区残疾人
康复养护服务中心

佛山市高明区文明办
佛山市高明区友爱

历奇辅导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
容桂街道鹏星

社会工作服务社

佛山市顺德区启创
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

佛山市高明区阳光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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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广州市灯塔计划
青少年发展促进会

广州市从化区粤善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市从化区乐善
社工服务中心

广州市从化区妇女
儿童福利促进会

广州市从化区慈善会

广州市法泽城市
与公益研究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拜客
绿色出行宣传活动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碧心
公益服务中心

广州市恭明
社会组织发展中心

广州市番禺区正阳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市检察院
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
留守儿童关爱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
宜居广州生态环境

保护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流溪
生态保护中心

广州市同心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市新生活
环保促进会

广州市天河区广天
社区服务与研究中心

广州市穗星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市义务工作者
联合会

广州市越秀区家和
工作营青少年服务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家和
工作营青少年服务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捌零柒
社会服务中心

广州市映诺
公益服务促进会

广州市越秀区科莱美特
环境保护交流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齐志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青草青
少年成长服务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
鸟兽虫木自然保育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颗粒
公益传播发展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微乐益
公益成长中心

广州市金丝带
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

广州市绿点
公益环保促进会

广州市启聪学校
广州市启创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市乐善
助学促进会

广州市海珠区哆   來咪
青少年音乐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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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青赣环境
交流中心

昆明慕水科技服务
责任有限公司

昆明环保科普协会跨境环保关注协会
广贵阳黔仁

生态公益发展中心

清远市绿色家园
环保服务中心

深圳市绿源环保
志愿者协会

顺德大良君行社会
工作研究及服务中心

深圳市龙岗区龙祥
社工服务中心

上海杨浦区雷励
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顺德容桂街道鹏星
社会工作服务社

顺德乐从镇锐智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顺德启创青少年
社工服务中心

顺德乐从镇颐乐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顺德阳光
公益摄影中心

四川省绿色江河
环境保护促进会

顺德幸福
家庭服务中心

顺德杏坛镇
夕阳红会社

香港仁人家园
有限公司

云南省大众流域
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

长沙绿色潇湘环保
科普中心

羊城晚报星韵爱心接力社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

合作促进会

中山市芊苗
公益传播中心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免费午餐

基金管理委员会

顺德容桂星愿
自闭康复中心

顺德社会服务联会
顺德星宇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顺德星宸自闭症儿童
康复中心

顺德社会创新中心

顺德大良一心
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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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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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梦想

我有一个梦 
这株繁茂的大榕树，也如同一棵

许愿树，枝桠上挂着大大小小，色

彩缤纷的梦想。在千禾社区基金会

这个大家庭里，无论是在商海驰骋的

企业家，还是著作等身的学者，无

论是坚持多年的资深公益人，还是

刚迈出校门的“小白”，他们的

梦想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2016 年 2 月 29 日千禾社区基金会理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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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梦想

我们的梦想，是在社区

中推动许多小的、美

的、充满活力的改变，

爱心不断传递，最终

带来社会发展的改变。

——刘小钢 千禾社区

基金会理事长

了解“小钢姐”更多故事
《从商业精英到公益达人》

把光环送给别人，把

慧心留给自己。

——理由  千禾社区基

金会荣誉理事长、中国

报告文学协会副会长

普遍认为，富人是金

钱的主人，我不认同。

做慈善前，我是金钱

的奴隶，做慈善后，

我才翻身做主人。

——赖建雄 千禾社区

基金会副理事长、流

行美时尚商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千禾社区基金会凝聚

了我们对社会的真诚，

希望有更多伙伴与千

禾同行，一起建设一

个更加多元、公正和

可持续的美好社会。

——朱健刚  千禾社区

基金会副理事长、中

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

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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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千禾公益队伍，

希望在我的学术研究

与实践之间建立起一

条连接的通道，希望

在这光怪陆离的世界

里寻求一条自我修行

的道路。

——蔡禾  千禾社区基

金会理事、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教授

千禾仍需时刻以社会

创新家的精神和勇气，

不忘初心，与时俱进，

为珠三角社会治理创

新与“幸福广东”建

设做出新的贡献。

——胡小军  千禾社区

基金会理事、中大社

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

研究员

从孕育到成长，千禾

身上打印的是一群富

有公益之心的慈善家

和学者的标记。

——王津津 千禾社区

基金会理事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

了很多，而是很多人

做了一点点”，我们

创业，做企业，做公益，

都是如此。

——孙莉莉 千禾社区

基金会理事、深圳市

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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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梦想

在陪伴千禾成长的过

程中，我自己也在成

长。千禾不仅自己成

长，也在支持着社会

上的公益力量成长，

这是特别棒的！

——陈影 千禾社区基

金会理事、广州派蒂亚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社区公益的道路上，

愿所有的公益伙伴都

与千禾一起，深深扎

根、快快成长，共创

更美好未来。

——陈晓澜  千禾社区

基金会理事 、广州金

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长

成立这么多年来，公

益小伙伴的反馈让我

们感觉千禾做的事情

是有价值的，希望大

家未来继续关注社区，

关注千禾！

——简文华 千禾社区

基金会理事、中山市

昌佳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

千禾这棵幼苗已经长

大并取得丰硕成果，

在公益领域、社会各

界都获得高度评价，

让我深感自豪！

——廖满雄 千禾社区

基金会理事、佛山市

高明区高森木业有限

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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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千禾，与一群志

同道合的朋友为一个

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温馨而充实。

——姚远 千禾社区基

金会理事、肇庆世为

服饰制造有限公司董

事长

公益，应是以专业的思

考，切实的行动力，从

具体现象或渠道入手，

持续而渐进地，实际

而精准地默默前行！

——罗艳 千禾社区基

金会理事、伶居董事长

公益慈善事业透过点

燃引发，实现社会性

延伸传播，才能真正

形成爱与善的大系统。

——王李珏  千禾社区

基金会理事、广州市

振康医药有限公司董

事长

希望未来千禾在公益

领域发展的力量越来

越大，做得越来越好，

在广东培养出一片希

望之树。

——黄昌伟	千禾社区

基金会理事、广州市

黄振龙凉茶连锁销售

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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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梦想

公益应该是一种本能，

利他才能利己。每个

人内心都呼唤正义和

公平，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平衡。

——张华 千禾社区基

金会理事、广东仕邦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

祝福千禾基金会以公

益的力量在中国社会

转型发展过程中贡献

力量，让社区更美好，

让社会更和谐，让生

活更健康！	

——周金旺 千禾社区

基金会理事、领势投

资董事长

关心社区，先把家门

口的事情办好。这就

是“匹夫有责”。

——杨利川 千禾社区

基金会监事、东莞市

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

千禾基金会正在让越

来越多的人理解公益

的内涵并积极投身于

公益的行动中，正是这

些人的存在让我们感

受到社会进步的希望。

——艾路明 千禾社区

基金会战略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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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禾的过去无疑已创

造辉煌，但我们不能

仅局限于自己追求辉

煌，千禾未来要成为

引领中国公益慈善的

龙头基金会会。

——韦祖松  千禾社区

基金会战略顾问

扎根社区，培育人才，

期盼伴随千禾扎实有

力的脚步，共同开创

社会创新与专业公益

的新格局！

——江明修 千禾社区

基金会战略顾问

见证了千禾的成长，期

待千禾在资助专业化

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郭慎宇  千禾社区

基金会战略顾问

希望公益事业和理念

能缩短社会人群的差

距，增加不同人群之

间的沟通和理解，善

用人的多元化，让更

多的资源能投入到使

每一个人生都可以拥

有积极意义和幸福的

机会上。

——刘宁 千禾社区基

金会战略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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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梦想

看着千禾一年年在进

步，我对千禾很有信

心并赋予更大期望！

——杜勇声 千禾社区

基金会战略顾问

在后慈善法时代，更

接地气的社区服务将

逐渐取代传统模式成

为中国公益的主流。

衷心希望坚持以资助

社区公益为己任的千

禾，成为南中国最具

有影响力的基金会，

没有之一。

——郑子殷  千禾社区

基金会法律顾问
千禾社区基金会秘书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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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禾的价值不仅在于

其对公益的支持，它

代表的那股自下而上

顽强生长的力量，更

值得喝彩。我希望成

为这力量的一部分。

——乔峰 千禾社区基

金会项目主任

儿时外公曾经对我说：

“人的价值体现在 TA

对社会的贡献。”这

句话一直烙印在我心

中，加入千禾的南中

国环境基金，这将成

为一个新起点。

——于音 千禾社区基

金会项目主任

我期待人人衣食无忧，

有机会改善自己的生

活，一切较量在公平

公正的机制下进行。

这个社会会好吗？会

的，只要你也愿意和

我一起点亮烛光。

——傅田雨 千禾社区

基金会项目专员

投身于公益行业应该

是我从小到大最脱离

正常轨道的一个选择，

但这让我感到快乐和

充实，我愿意和伙伴

们一起，在这条非主

流的轨道上越行越远。

——李妙婷 千禾社区

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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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禾，我一次次重

新认识“社区”与“人”

的关系和价值。感恩

这里有彼此支持的伙

伴，有好玩和感动的

故事，有共同前行的

目标。

——卢喜兰 千禾社区

基金会传播主管

曾经，我把“成为好

记者”当作人生最大

的目标，后来发现，

其实自己是更希望能

为“社会变得更美好”

出一分力。加入千禾不

是重新出发，是顺着

自己的内心继续前进。

——陈淑妍 千禾社区

基金会传播主管

将会计的专业知识运

用在非盈利组织的管

理中，我感觉原来枯

燥的数字被赋予了特

殊的意义。大家相互

协作，一起面对和解

决问题。希望未来能

更好！

——温俊婷 千禾社区

基金会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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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

荣 誉 理 事 长	 	 理	 由

理   事   长	 	 刘小钢

副  理  事  长	 	 赖建雄	 朱健刚

理       事	 	 王津津	 蔡	 禾	 陈晓澜	 陈	 影	 胡小军	 黄昌伟	 简文华	 廖满雄	 罗	 艳

	 	 	 	 	 	 	 	 王李珏	 姚	 远	 孙莉莉	 张	 华	 周金旺

监       事	 	 杨利川

战  略  顾  问  艾路明	 郭慎宇	 江明修	 刘宁	 韦祖松	 杜勇声

法  律  顾  问  郑子殷

秘书处

秘   书   长  朱健刚

常务副秘书长  李妙婷

项   目   部  王海洋	 向	 春	 乔	 峰	 于	 音	 谢晓玲	 李	 妍	 熊婧如	 傅田雨	 许雅婷		

传播与发展部  廖雪红	 卢喜兰	 陈淑妍	 李卓慧

综 合 支 持 部  温俊婷	 莫柳燕	 冯晓岚

（特别感谢为千禾社区基金会做出贡献的实习生、志愿者：欧晓嫦、李成法、黎咏然、黄卓雯、陈林、

肖泽键、王志康、彭剑波、梁婕莹、郑棉芬、李沛、陈沛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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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关怀

美好的社区必定是友好的空间，每一个生活其中的人都可平等享有服务与关怀，彼此之

间产生善的连接。

“榕禾计划——珠三角流动人口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支持计划”支持公益伙伴深入流动人

口聚集社区，在生计安全、公共服务和社区融入等方面开展多元服务。截止至 2016 年

12 月，“榕禾计划”累计共资助 61 个项目，资助金额达 1000 万元，服务覆盖了珠三

角 20 个流动人口聚集社区，影响了近 10 万人次流动人口。

2016 年 9 月，“榕禾计划”获得首届“京港慈善合作典范奖”。

项目名称 执行机构 审批资助金额

三元里城中村外来工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性培育项目 广州市法泽城市与公益研究中心 ¥118,800.00

流动人口社区学苑实践深化与模式建构项目 东莞市毅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50,000.00

芊绘坊 -社区儿童服务中心 中山市芊苗公益传播中心 ¥116,600.00

“同绘美丽，共享城市”提升康乐片区环卫工人社会认同项目 广州市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50,500.00

构建流动青少年综合素质发展的微生态项目 广州市越秀区青草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 ¥60,000.00

安全总动员—流动儿童社区安全环境营造计划 深圳市龙岗区龙祥社工服务中心 ¥36,974.43

凌塘新家园“落脚社区”异地务工人员城市融合计划 广州市天河区广天社区服务与研究中心 ¥57,000.00

“木棉花开”外来女工互助网络与发展项目 广东木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60,000.00

戏剧扎根流动人口服务组织 广州善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59,780.86

“榕禾计划”第三期项目资助列表

合计：    元709,6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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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社区里，有一群可爱的人

刘六英自 1997 年与丈夫从湖南来到广州打工，一直从事环卫工作，

兢兢业业，曾被评为广州市“优秀城市美容师”和“环卫夫妻”。

2014 年，因参与千禾社区基金会支持的“提升环卫工人自我健康管理

能力项目”，刘六英开始走近公益。作为班长，她协助社工与工友建立联系，

帮忙宣传公益项目。两年下来，她看到了其中的真善美，开始感召身边人加

入环卫义工队，在社区里做力所能及的服务。

2016 年 11 月，刘六英与另外三名工友组成“环友大脚队”，参加益动

广东公益徒步团队赛，冒着风雨挑战 20 公里，为“榕禾计划”筹款。她希

望自己从受助者变成助人者，用行动让更多外地打工者得到温暖和帮助。

刘六英
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道康乐片区环卫工队班长

→康乐村环卫工友服务项目由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执行，千禾社区基金会 3年

累计资助 251,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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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敏妍是一名专业社工，从事流动人口服务多

年。2015 年，她与机构伙伴进驻广州天河区凌塘

社区，一个外来工聚集的城中村，开始他们的社区

行动。她发现，在别人眼中乱糟糟的地方，其实也

很可爱，这是许多来广州打拼者梦想起航的地方。

观察社区、发现社区需求和社群骨干，是敏妍每天

的必修课。2016 这一年里，好几位参加舞蹈班的

阿姨逐步发展成社区骨干，她们带动自己的老乡参

加活动、参与公益，在异乡找到了“归属感”，共

同寻找到能解决他们所面临问题的途径。敏妍希望，

有越来越多的伙伴一起来探讨落脚社区的服务模式。
落脚凌塘社区项目由广天社区服务与研究中心执

行，千禾社区基金会2016年累计资助57,000元。

辛敏妍
广天社区服务与研究中心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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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梅州的李姐是一位 13 岁孩子的妈妈，离开

家乡之后在深圳城中村一住就是10年。作为家庭主妇，

孩子和家务是她生活的中心。2012 年，因为给孩子报

名参加了四点半课堂，李姐开始逐渐认识社工，主动

报名加入了社区安全委员会。2016 年，李姐和社工们

一起敲开一户户陌生人的门，细致开展入户安全排查，

回访改善状况。她发现这群年轻人真的有决心为社区

的孩子们改善安全环境，于是积极动员身边的朋友一

起参与。现在，每次开社区安全环境开放空间会议，

李姐总是最积极的一个，针对社区安全隐患最多的学

校路段，她还组织了一帮家长撰写环境改善提案。

李姐
龙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志愿者、社区安全委员会成员

安全总动员——流动儿童社区安全环境营造计划由深圳龙祥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执行，千禾社区基金会 2年累计资助 66,974.43 元。



37

禾
美

03

10 年前，读三年级的张启跟随爸妈来到广州，成为

一名流动儿童。初中的一个暑假，她参加了一个夏令营，

在写作课上，老师让大家闭上眼睛，一起去操场感受这

个世界，这让她印象很深刻。高考后，张启又重新遇到

了在做流动儿童调研的“芯姐姐”（青草联合创始人向芯），

于是，2016 年她成为了青草的实习生。

带领暑期夏令营时看到流动的孩子，张启好像看到了

自己小时候的模样：有点偏激、叛逆，每天上学却并不太

清楚未来的方向。这样的现象让她担忧，她希望自己能给

他们带来积极的情绪，给他们更多的启发。

构建流动青少年综合素质发展的微生态项目由广州市越秀区青草

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执行，千禾社区基金会 2016 年为该项目提供

资助 60,000 元。

扫一扫二维码，

了解更多“榕禾代言人”

张启
广州市越秀区青草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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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禾计划”大事记

5 月
在广州开展“政策解读与组织发展”专

题工作坊，为来自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

服务机构的 44 名伙伴授课，并组织参访

三元里社区大学。

5 月
组织“工作者成长计划”学员到台湾

参访；8 月，14 名学员组成的 3 个议

题小组分别提交了终期学习报告。

9 月
举办“共生·共融”珠三角流动人口社

区公益服务研讨会，邀请相关专家探讨

不同组织形态在流动人口服务领域的研

究、实践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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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首次尝试面向公众进行筹款，分别在 6

月益动广州（从化）联劝平台、9 月腾

讯 99 公益日平台、11 月益动广东联劝

平台进行众筹，共筹得420，952.34元。

9 月 24日
深圳慈展会期间，与深圳市龙岗区龙

祥社工服务中心合作举办“儿童安全

漫画读本 / 动画暨流动儿童安全社区营

造沙龙”。

下半年
与中国南方公益慈善研究院、广东省麦

田教育基金会组成“珠三角流动儿童服

务类社会组织专题调研”小组，进行了

116家流动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和项目问

卷调研，其中31家组织进行了深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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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玩意，让社区关怀更有趣

由爱成长综合性教育课堂

开发的“男男女女社会性别识

别盒子”，简称“性别教具盒

子”，里面共有五个游戏的用

具，通过游戏让孩子建立性别

意识。

这五个游戏分别是：“我

们一起来认识性别”、“我是

小小室内设计师”、“谁在做

家务”、“男女职业大挑战”、

“男女差异步行棋”。

玩游戏识性别

该游戏来自性教育系列教具

盒——亲子互动课堂，由广州市

越秀区爱成长教育支持中心执

行，千禾社区基金会为其提供

30,000 元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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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妞全仔历险记》这本漫画

书由深圳市龙岗区龙祥社工服务中

心开发，由具备丰富儿童安全项目

服务经验的龙祥社工，带着社区内

的孩子们，一起挑选家里和社区当

中的安全隐患点，由孩子撰写安全

知识，并且在安全专家的指导下完

成创作。

书中总共有 60 则安全漫画小故

事，以生动有趣的漫画形象“安妞”

和“全仔”为主角，展示了常见的居家、

交通、饮食等安全故事，让孩子们翻

翻漫画书，就能知晓各类安全常识。

安妞 + 全仔 = 安全漫画

该安全漫画来自流动儿

童居家安全预防与自救

项目，由深圳市龙岗区

龙祥社工服务中心执行，

千禾社区基金会为其提

供30,000元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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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孩子们在蓝天白云下快乐奔跑……

这是我们共同期盼的社区环境。2016 年，南中国环境基金继续围绕零废弃社区建设、

流域水体污染防治与水资源保护、工业低碳发展三个方面，支持南中国地区的民间环保

组织及相关团体合作伙伴进行创新方案研发和实验，推动可持续社区建设。

在此基础上，南中国环境基金还推出“千里马计划”，为环保组织提供专业人才资助，

提高解决环境问题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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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国环境基金 2016 年项目资助列表

合计：    元2,671,000.00

项目名称 项目伙伴 审批资助金额

千里马计划

昆明慕水科技服务责任有限公司 ¥36,000.00

福建绿行者环境保护公益中心 ¥36,000.00

昆明环保科普协会 ¥36,000.00

长沙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 ¥36,000.00

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 ¥36,000.00

广州市新生活环保促进会 ¥48,000.00

广州市越秀区科莱美特环境保护交流中心 ¥48,000.00

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 ¥36,000.00

清远市绿色家园环保服务中心 ¥36,000.00

流溪生态中心过桥项目 广州市海珠区流溪生态保护中心 ¥80,000.00

昆明慕水小额项目 昆明慕水科技服务责任有限公司 ¥20,000.00

昆明慕水个人专业学习计划 昆明慕水科技服务责任有限公司 ¥5,000.00

亚投行保障政策倡导项目 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 ¥200,000.00

品牌商绿色供应链能效管理前期调研 广东省华南节能和低碳发展研究院 ¥70,000.00

承办供应链中小企业节能项目（北京）讨论会 北京零碳时代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34,683.33

绿色供应链助力广东省绿色发展项目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1,000,000.00

推动能源与碳排放信息公开项目 北京市朝阳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250,000.00

推动民进关于政府绿色采购的两会提案 广东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30,000.00

绿色金融发展现状与调研 罗瑞	( 顾问，国际金融公司 IFC	经理 ) ¥28,000.00

推动绿色供应链联盟建设 王鹤立	( 顾问，广州国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40,000.00

电子家电行业节能集体改造项目
广东省南华节能和低碳发展研究院、北京零碳时代
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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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村前后接待了 8批“沿着河流去旅行”的游客。

在此过程中，有村民担当起志愿者，帮忙搬运物资、

分享食物和故事，访客们与村民一起耕作，体验当

地的美食，这样一来，白山社群就渐渐建立起来了。

未来，流溪将培育村民成为在地导赏员，将关于

白山村的土地、水、农耕、村史的故事和美食传递给

每一位访客。在此留下美好回忆的访客们，则将成为

志愿者与村民一起清理河道垃圾（图片来源于流溪生态保

护中心）。

这里绿色农产品的最佳代言人。因为环境越安全、无

公害的农产品越能获得好的销路，村民也将越有动力

维护身边的环境。

“民间河长”

新生活环保促进会（简称“新生活”）是一家成

立近十年的广州本土环保公益社团，他们向社区居民

宣传环保知识，组织河流河涌巡查调研，对河流治理

的热点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推动全民参与治水。

通过培训民间河长测水方法，组织每月定期巡河，

对非法排污进行举报，调研和跟踪河涌水质，新生活

带动当地居民共同守护身边的河涌。直至2016年底，

“民间河长行动计划”已有超过 100 名市民参与，对

广州的 7条河涌进行深度调研。目前，由驷马涌附近

居民组成的志愿小组已形成稳定团队，持续对驷马涌

展开日常巡查。

两年来，新生活逐步建立和政府治水部门的沟通

机制：与政府治水部门定期座谈，推动民间河长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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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溪河源头（图片来源于流溪生态保护中心）。

流溪河源头。 方河长定期联合巡河；提交 5份河流保护和治理方面

的建议报告。在新生活和民间河长的积极推动下，广

州市驷马涌、车陂涌水质得到明显改善，广州市的河

长制也得到相应的推动和完善。

“造船运动”

由创绿中心、绿点公益、新生活环保促进会、流

溪生态保护中心等组成的珠江水联合行动（简称：“珠

联”）是促进珠江流域水环境保护的公益联盟，致力

于发动公众参与环保。

2016 年 8 月，珠联面向社会招募 80 余名造船体

验官，发起一场“造船运动”：300 个废弃塑料瓶在

流溪河畔，被制造成 5条环保艇。9月 25 日，“环保

漂流 •力艇流溪嘉年华暨守护流溪启动仪式”举行，

环保艇被投放到流溪河上游 3公里河道，40 位村民、

环保公益伙伴、环保专家从大江里白水出发，齐齐参

与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漂流。珠联希望借助这样好玩的

体验式活动，唤起公众的河流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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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畔人有话

社区环境

推动流溪河的保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我女儿，流溪河是广州的母亲河，我

不希望她在一条臭水沟旁边长大。

	——张立凡 流溪生态保护中心主任

在流溪河上游乐明村、仙娘溪村发现许多久未谋面的的动植物，好像回到了小

时候。希望有更多城市的伙伴来到这里深入了解乡村的精灵，以自然为师，思

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温美程 鸟木虫兽自然保育中心

所有市民都是排污者，同时又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河

流污染治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公众应成为治水的生力军。

——官俊峰 创绿中心项目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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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国环境基金大事记

社区环境

3 月 4日
南中国环境基金邀请广州 6 家开展

珠江水环境保护项目的环保组织代

表，共同探讨开展广州河流治理社

会实验的策略及可行性。

3 月 20日
南中国环境基金联合阿拉善 SEE生

态协会珠江项目中心举办了“广州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实验策略研

讨会”。

6 月 24日
南中国环境基金举办民间环保组织

发展研讨会，来自南中国地区的 17

家环保组织共 22 名核心管理人员参

与此次讨论。

3 月
绿色供应链“东莞指数”建设启动，

建立面向品牌商和供应商的绿色供

应链评价标准。在项目参与单位的

合作推动下，中国家具协会于“指数”

成果发布会上，宣布成立“中国家

具行业绿色供应链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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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日
南中国环境基金在小额项目审批额

度内，推动“千里马计划”第一期

实验，共有10家环保组织获得资助。

12 月 9日
南中国环境基金等联合举办的广东

环保社会组织年会在广州召开，年

会以“多元共治	绿色发展”为主题。

南中国环境基金联合阿拉善 SEE基

金会组织“与环保 NGO 组织共成

长 -- 基金会资助策略和模式创新”

分论坛。

11 月 30 日
南中国环境基金与阿拉善 SEE基金

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共同建立的

“中国环保资助者信息共享机制”

在 2016“福特汽车环保奖”颁奖盛

典上首次公开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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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益动之路。

4 月
23 日

益动随行——益 +VC 青年健行团

地点 : 中山市东区

4 月
30 日

益动随行——西村社区青少年环

保公益徒步活动

地点 : 广州市荔湾区

益动广州

地点 : 广州市从化区

筹款总额 :1,149,326.37 元

公益，是很多人在一

起做小事，聚沙成塔，

让美好成真。

益动广东公益徒步团

队赛 5 年来走进越来

越多的珠三角城市，

结识越来越多的益友，

也让这项“既可以健

身又可以做公益”的

活动越来越深入人心。

2016 年， 益 动 广 东

系列徒步活动筹款总

额达到 4,838,774.66

元，参与及捐赠人数

超 过 67,000 人 次，

再次刷新纪录。

6 月
25 日

社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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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动随行——走进

长者居家改善计划

地点 : 广州市北京街

9 月
3 日

9 月
10 日

益动随行——金丝带捐赠人体验活动

地点 : 广州市

11 月
5 日

益动佛山

地点 : 佛山市高明区

筹款总额 :50,229.60 元

益动广雅——“雅马跑”

地点 : 广州市荔湾区

筹款总额 :487,458.90 元

11 月
6 日

11 月
26 日

益动广东

地点 : 广州市天河区

筹款总额 :1,685,792.15 元

益动顺德

地点 : 佛山市顺德区

筹款总额 :1,465,967.6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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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友们冒雨冲线。

走进百年老校

2016 年 11 月 5 日，正值广雅中学 128 周年校庆，益动广东携手这所百年

老校及其校友会，共同举办首届“雅马慈善跑”活动。全程约3公里的慈善跑赛道，

穿越极具人文历史气息的广雅校园，近千名校友、师生、家长通过慢跑的方式，

共同追忆校园的青葱岁月，为广雅教育发展基金筹款，奖励成绩突出的师生。

这是益动广东首次进校园开展活动。2016 年，依托“随行”的模式，益

动与合作伙伴有了更多尝试：游戏闯关学环保，走访老社区了解老人居家安全、

上医院与重症儿童一起玩游戏……这些小而美的益动随行，让益友们走进公益

机构的日常，深入了解为之努力筹款的公益项目，获得了更多美好体验。

益动：
走过史上最难，刷新筹款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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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26

日，王石就“体育

精神与慈善力量”

发表演讲。

社区参与



57

禾
美

03

那一天风雨同舟

2016 年 11 月 26 日，益动广东走过了史上最具

挑战性的一站：龙眼洞森林公园，2000 多位益友接

受徒步山野的挑战，顶着寒冷和风雨，为 18 个公益

项目筹款，身体力行“每一步，都有力量”。

活动当天共有 31 支专业组队伍、196 支挑战

组队伍、248 支益行组队伍、30 支亲子组队伍参

加比赛。在恶劣的天气情况下，益友们勇敢前行，

被雨水打湿全身，因山路湿滑摔倒亦不顾，他们

相互扶持，为身边的伙伴伸出援手，为公益风雨

兼程。此外，还有 293 位工作人员、志愿者和支

持赛事的爱心企业伙伴在风口中坚守，为赛事提

供后勤服务。

王石出席创新论坛

2016 年 10 月 26 日，益动广东联合广东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观澜湖共同举办的益动广东公益创新

主题论坛——“体育精神与慈善力量”活动，邀请了

王石、汪建、刘小钢等著名企业家，就运动和公益等

话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现场气氛热烈。

这次论坛上，益动广东首度发起的“慈善码”认捐，

吸引了广东狮子会、深圳狮子会等公益慈善机构，以

及流行美、华大基因、深圳市茜子服饰公司、广州仕

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嘉富诚基金等爱心企业踊跃认

捐，希望更多残疾儿童、环卫工人等需要社会帮助的

人士，也能感受在荒野中行走的欢乐。此次论坛共获

得24个爱心企业和个人支持，共认捐慈善名额97个，

筹集善款 29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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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参赛人数

 4004
人

 8196
人

社区参与

 1972
人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636
人

 137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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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5，542.29

146,555.87

931，230.45

1，409，505.59

（单位：元）

历年筹款总额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4，838，77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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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组是 2016 年益动广东新增组别，吸引众多

家庭踊跃报名参与。当赛事遭遇恶劣天气，一个个套

着彩色雨衣的益动“新生代”向自己的爸爸妈妈宣告

坚持前行。于是，工作人员在终点迎接了所有亲子组

队伍冲线，这也成为了很多家庭难忘的美好回忆。

朗荇队的孩子们表现突出，除了完成徒步挑战，

还早就筹满了善款。他们拿着益动广东的 logo 在义

工活动节上筹款，还走进工业园号召，吸引了很多路

人贡献爱心，其中有不少是外来务工人员。妈妈杨秋

慧说，孩子们知道自己是在帮助有需要的人，都很积

极参与，并在这个过程中懂得了善良与爱心。

这位益动妈妈，因为怀孕错过了 2015 年益动，

生完孩子才过 8个月，得知新增亲子组，马上就带着

女儿报名参加了。活动当天风雨交织，小女孩却对一

切充满好奇，积极地配合妈妈在山林间完成一个个任

务，当她把鸟儿的家——鸟巢成功挂上树时，小脸挂

满了喜悦……

最棒益友 :
新生代 100% 完成挑战

小益友“落雨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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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婷和乐队伙伴在风雨中弹唱。

最美益友 :
她在山林的风雨中弹唱

益动广东赛事当天，朋友圈就被这位在风雨中欢

歌的女生刷屏了。在黑暗中生活的她，散发着如此明

媚的阳光气息，感染了不少参赛者。她叫冯兰婷，带

着为DOREMI 音乐小友陪伴计划筹款的使命，徒步

山野。

山里风雨这么大，为什么还能那么开心地给大家

唱歌？“从嘈杂、忙碌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和大家在

一起徒步山林又能帮助小朋友，自己感觉像小鸟出笼

般自由开心，一开心就想唱歌、弹尤克里里了！”兰

婷说。

当初的她沉默内向，因为 DOREMI 音乐公益

2013 年走进盲人学校，封闭的心灵才感受到了音乐

的阳光。她喜欢上了尤克里里，再加上有一副清澈的

嗓音，逐渐成为乐队主唱。

现在电话推销的工作虽然乏味，但兰婷每天依然

积极——努力养活自己，在空闲的时候才能做自己喜

欢的事呢：弹尤克里里、唱歌，和视障小伙伴们一起

去DOREMI 给小朋友们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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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鱼，东哥，姗姗，小陆，是“极速蜗牛队”的

四名成员。五年前，他们因组团参加益动而相识，从

此生活中也多了一起聊公益，交流兴趣爱好的挚友。

“只要益动一直办，我们就要一直参加！”	“极速

蜗牛队”不只是身体力行，还希望影响身边更多的人

支持公益、认同公益。

对于筹款，他们也有自己的妙招。2015 年，队

员们给每个捐款人都送去了亲手制作蛋糕和饼干，哪

怕是只捐了几毛钱的小朋友。因此，赛后整整三个周

末，他们都在厨房忙碌不停。2016 年，他们又精心

准备了台历，从图片、排版到印刷都亲力亲为。如此

用心，是为了让捐款人收获对公益的认同感，果然，

越来越多人因为他们加入了益动的行列。

益动资深队伍“极速蜗牛队”。

扫一扫二维码

和我们一起益动！

最有心益友 :
亲手制作礼品回馈捐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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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实验“双城记”

深圳罗湖区，懿·BASE 放飞的女性公益种子已经生根发芽，正持续传递着柔软的

力量；在广州怡乐社区，文化与公益双重积淀，“慈善之城”公益地标雏形初现……

2016 年，千禾社区基金会的根须深入社区，以期触发更多创变与善变。

首期“她计划”

结业仪式。

社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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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实验

千禾社区基金会与罗湖区妇联合作成立的懿贝斯女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荣获深圳市罗湖区

2016 年度突出贡献社会组织奖。她如同一朵源源不断散发能量的蒲公英，轻盈而充满力量地撒

播着女性公益的种子：

2016 年 6 月，首期“她计划”66 名正式学员毕业，这一倡导“书院式教育”的女性公益

人才培养计划获得了深圳市罗湖区 2016 年度最具创意公益项目奖；

2016 年 9 月，懿 •BASE 承办了全国女性公益慈善组织能力建设培训班，来自全国 14 个

省的 30 名省市妇联干部、妇女儿童基金会负责人参加了培训。

懿 •BASE 在深圳罗湖所营造的女性公益沃土正在不断扩大版图，那些饱含能量的种子们，

早已迫不及待地扎进土壤，又破土而出，将那股柔软的力量继续传递下去 :

2016 年指导 3家社会组织注册成立，截至目前懿共指导注册 10 家社会组织；	

“懿 •创投——妇女儿童公益项目种子基金资助计划”首批评选出 12 个扎根社区的妇女儿

童服务类项目予以种子基金支持，共计资助 488,803 元。

撒播女性公益种子深
圳
懿
·B

A
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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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乐社区将成为“慈善

之城”公益地标。

扫一扫二维码

带你走进怡乐社区公益空间

怡乐社区这个极具生活气息的广州老城区，背靠中山大学和广州美术学院，独立书店、画廊

林立，文化积淀深厚。周边聚集了千禾社区基金会、广州公益慈善书院、拜客绿色出行等 30 多

家公益慈善组织扎根，已形成一片公益生态湿地。

在广州创建全国“慈善之城”的背景下，千禾社区基金会联合公益伙伴在怡乐社区展开实验，

将围绕社区教育、环境改造、社区文化、社区公共空间四个方向进行营造，打造广州首个公益地标。

2016年，千禾社区基金会对社区居民、公益伙伴开放了公益空间“禾塘”，免费借阅图书、

借用场地，并发起了系列公益分享，前来作客的公益大咖包括：阿拉善SEE“劲草同行”导师王瑛、

绿色江河环保促进会会长杨欣、教育创新先锋梁晓燕等。

“慈善之城”公益地标广
州
怡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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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禾社区基金会副理事长朱健刚在全球社区基金会峰会上发言。

全球社区基金会峰会
“我们需要更加积极，把自己看作跨界合作的平台，

推动各种在地的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和协作；我们也把

自己看作是社区议题的推动者，促进议题方面更多的政

策创新，推动更多的NGO开展合作。这些都应该是当

下社区基金会在中国社区发展的责任，我们责无旁贷。”

南
非

“推动社区基金会发展，我们责无旁贷”

2016 年 12 月，全球社区基金会峰会在南非约翰

内斯堡举行，来自 60 个国家的 360 余位社区基金会

代表参加了会议。千禾社区基金会作为中国代表参加

了此次峰会。会上，千禾基金会副理事长朱健刚做了

题为《社区基金会在中国》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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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金会发展论坛首届年会

9 月 24 日，在第五届慈展会期间，千禾社区基

金会集结了一批关注社区、促进社区发展的机构，共

同发起 2016 年中国社区基金会发展论坛首届年会，

邀请多位国内外社区基金会负责人和公益慈善研究学

者，共同探讨共享社区与可持续城市的发展。

千禾社区基金会理事胡小军博士发布《2016

中国社区基金会发展报告》阶段性研究成果。

深
圳 第五届慈展会，“社区公益”成为了热门主题，

不仅设立了社区发展展区、社区公益嘉年华主题活动，

中国社区基金会发展论坛首届年会也人气爆棚。在年

会上，千禾社区基金会理事胡小军博士分享了《2016

中国社区基金会发展报告》阶段性研究成果。

社区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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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大咖说

社区基金会在整合资源、满足居民需要、推动社区自治、促进社区融合、壮

大社会资本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王杰秀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往往小的基金会，获得的信任度更高，社会资产更有效。

——Jenny Hodgson 全球社区基金会联合会执行主席

中国社区基金将迎来一个大的发展形势，我们可以研究怎么样成为中国慈善

信托的蓄水池，帮助那些愿意做慈善的人，把社区资源聚集在一起，更好地

为社区发展服务。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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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实践者和研究者，需将社区基金会看成是实践工具，通过

动员社区居民，特别是社区精英的参与，建立社区需求和资源的联动纽带，

使公益资源转换成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动力，才能有效解决中国社区治理中

面临的问题。

——饶锦兴  深圳社会组织研究院院长

社区领导力

社区基金会一定要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及合作推进，需要有支持的体系，

得到来自政府、企业及行业的支持。社区基金会可能是所有基金会里最难做

的，它需要筹资、运作项目、维护关系，还要通过沟通和信息披露，来获得

非常大的信任。

——庄爱玲 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创始人、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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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社区基金会要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就必须民间化。让慈善回归民间，只

有民间激发出内在的推动力，社区基金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朱健刚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千禾社区基金会副理事长

社区基金会的资源要非常关注它的活性，只有有了活性，才能够快速、及时

地回应社区出现的新的需求。在项目层面，只有资本、培力和信任三种功能

紧密结合，才能够实现社区基金会真正的价值。

——胡小军 中大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研究员、千禾社区基金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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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APTER FOUR

财务
数据来源：《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2016 年度审计报告》,

本次审计服务由广东宏建会计师事务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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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收入来源

合计
29,791,867.53 元

个人

8，870，118.21 元

占比 29.77%

企事业单位

4，890，852.85 元

占比 16.42%

利息及其他

325，467.93 元

占比 1.09%

基金会

13，522，874.67 元

占比 45.39%

慈善团体

	2，182，553.87 元

占比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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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94，519.62 元

占比 93.14%

1，023，576.76 元

占比 6.86%

2016 年度支出类别

公益项目支出

行政及
其他费用

合计

14，918，096.38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