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慈善组织如何动

员社会各界奉献爱心帮扶困难群体，如何践行

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这是新时代慈善工

作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陕西省慈善

协会心怀国之大者，情系民之大事，对这个重大

课题大胆实践积极探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

新发展举措，开创新发展格局、新思路谋划、

新路径探索，积极开发慈善新质生产力，一个省域

慈善促进共同富裕的新模式初见雏形。

一、创建幸福家园：开创
助力乡村振兴新格局

围绕乡村振兴总体要求，响应中华慈善总

会号召，陕西省慈善协会将已开展五年之久的

“农村慈善互助会”“慈善社区”创建活动与中华

慈善总会发起的“村社幸福家园互助工程”相结

合，创新设计了“慈善幸福家园工程”。在农村

行政村和城镇社区实施以建立一个慈善工作站、

募设一支村社互助金、创建一个慈善关爱中心、

建立一个慈善公约、组建一支慈善志愿服务队

为内容的“五个一”村社慈善幸福家园创建工程

（以下简称“工程”）。

“工程”从 2020年 10月开始在全省 38个县

区试点，2021年 10月、2023年 3月、2024年 4月

先后在榆林市、西安市长安区、商洛市镇安县召

开观摩推进会在全省推广实施。目前全省已注

册创建村、社区慈善幸福家园 7150个；线上、线

下募集村社慈善互助金近 13亿元；幸福家园创

办爱心餐厅、老年大学、儿童之家、村民活动文

化娱乐中心 6500多所，其中开办老年人爱心餐

厅3500多个，兴办儿童之家、村民文化活动中心

3280所，直接关爱孤独老人、留守儿童 50余万

名；村社注册慈善志愿者 40万名，村、社区创建

面达35%。

这一“工程”以乡情为纽带，突出众筹、互助

特征，传播慈善文化，实施慈善项目，巩固脱贫

成果，助力乡村振兴。从而在村、社区打造一个

居民参与、社会帮扶、文明自治、互帮互助的新

时代幸福家园，开创了慈善参与社会治理、助力

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慈善工作新格局。

（一）创建村、社（区）慈善工作站：把慈善的

根系延伸到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创建村社慈善

幸福家园，首先在镇、街道办事处和行政村、城

镇社区建立慈善工作站。这就把慈善的根系扎

到了社会最基层的组织，改变了以往村、社区慈

善组织建设薄弱的状况，建立了纵向到底的慈

善体系，解决了慈善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同

时，由于工作站长由村、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兼

任，便于慈善工作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保障了村社互助金的公平公正使用，有利于慈

善事业健康规范发展。

（二）设立村社慈善互助金：践行第三次分

配先富帮后富。“工程”募设村社互助金，倡导从

家乡走出去的经济成功人士、先富起来的人自

愿捐赠，以“乡情”为纽带践行第三次分配。这

就为热爱家乡的经济成功人士搭建了回报乡梓

的平台，打开了慈善募集的第三扇门，有效地激

发了“乡情”慈善活力。商洛市山阳县漫川关镇

南坡村慈善幸福家园网上注册创建后，从村上

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家陕西鸿瑞投资集团董事长

王世春为村上互助金捐赠善款 2300万元，为本

村村民进行农厕改造、建设文化娱乐广场、筹建

老人幸福院，为村上 7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免费

食宿集中供养。西安市长安区鸣犊镇留公村民

营企业投入 6000万元，建设 4200平方米的慈善

幸福家园，免费食宿集中供养 126位 65岁以上

的老人。据初步统计，陕西慈善幸福家园所募

集的 13亿元村社互助金中，80%来自热爱家乡

的经济成功人士的爱心捐赠，这无疑是践行第

三次分配的成果。

（三）创办“关爱中心”：拓展巩固脱贫成果

帮扶困难群体。面对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村、

社只有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状况，村社慈善幸

福家园创建活动聚焦关爱“一老一小”，集中关

爱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

生活照料服务和学业辅导。尤其是对生活困难

的老人提供食宿关爱。目前全省已建起3500多

所老年人爱心餐厅，35万名“空巢”孤独老人享

受每日 2-3餐生活关爱，老人每日自费 3-8元，

不足部分由村社慈善互助金补贴。

（四）践行慈善公约：以慈善的路径和方式

参与社会治理。目前创建幸福家园的村社普遍

建立了慈善公约，践行慈善公约主要开展三个

活动。一是运行“爱心超市”。倡导居民日行一

善学雷锋做好事，做好事计积分，凭积分到爱心

超市领物资。二是开展孝善之乡创建活动。评

选表彰好媳妇、大孝子、贤惠公婆和道德模范，

把友爱互助、孝亲敬老、帮贫扶困的慈善精神作

为村民互相约束的行为规范自觉遵守，促进居

民自治。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评选表彰孝善

之家、孝善之星、道德模范约 5万多个（名）。三

是设立红白理事会。红白理事会按统一标准料

理居民家庭红白喜事，防止铺张浪费，移风易

俗，促进文明乡风建设。

（五）组建村社志愿服务队：开展慈善义工

服务。“工程”实施中，各村社普遍组建了慈善志

愿服务队，志愿队由党员、干部、村社乡贤、退休

干部职工等爱心人士组成，有的还联系社会上

的志愿服务队结对服务。志愿服务队规模20至

30人左右，主要在村社开展急难救助、扶危帮

困、关爱老人、日间照料儿童等义工服务，为老

人幸福院打扫卫生，洗头理发；为留守儿童辅导

功课、心理疏导心灵慰藉；料理村社居民红白喜

事。每年村社（区）志愿服务队义工服务3000万

工时以上。

陕西省慈善协会实施的慈善幸福家园工

程，聚焦乡村振兴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帮

扶困难群体，巩固脱贫促进共同富裕，是迄今为

止陕西慈善募集量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受益面

最广的慈善项目，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

推动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被誉为新时代的

“希望工程”，2023年荣获国家民政部第12届“中

华慈善（项目）奖”。

二、召开“慈善大会”：开启
促进共同富裕新引擎

脱贫攻坚战之后，慈善组织如何动员经济

成功人士践行第三次分配先富帮后富？通过发

动淳化县召开“慈善大会”，陕西省慈善协会找

到了答案。2022年 1月，淳化县委、县政府印发

了关于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出台政策建立党政支持推动慈善工作机制。

2022年1月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召开了全省县

区第一场“慈善大会”。在大会上，近百个爱心

企业、经济成功人士现场捐赠善款4485万元，捐

赠额度比该县慈善协会成立 20年募集总额的 2
倍还多。会后，省慈善协会将“淳化经验”固化

为一种模式在全省推广，印发文件发动全省市、

县（区）以召开“慈善大会”为引擎，打造党政支

持推动，社会广泛参与，慈善促进共同富裕的新

模式。继淳化县之后，全省现有韩城、临渭、镇

安、旬阳、潼关、神木、长安、凤县、定边、榆阳、周

至、华阴 13个县（区）召开了“慈善大会”，召开

“慈善大会”的区县刮起了一股党政支持推动慈

善事业的强劲东风，慈善募集实现了井喷式增

长，募集总额达到20.6亿元。目前，还有40多个

县（区）的“慈善大会”还在积极筹备。

“慈善大会”的召开对于慈善事业发展不仅

是慈善募集量的变化，更是质的飞跃，奠定了当

地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一是慈善公益

生态大提升。党委政府出台政策建立推动机

制，把慈善事业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支

持发展；二是慈善理念大传播，形成了浓厚的

慈善氛围，激发了社会慈善热情与活力；三是社会

爱心大汇聚，为促进共同富裕汇聚了慈善资源；

四是践行第三次分配的社会大实践，为经济成

功人士搭建了富而有爱回馈社会的平台；五是

构建了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大格局。

陕西省 13 个区县召开慈善大会的实践证

明，召开“慈善大会”是党委、政府动员社会力量

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是动

员社会爱心先富帮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新平台，

对于改善一个地方慈善公益生态，推动一个地方

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慈善大

会”是慈善文化的传播机，是慈善募集的发动机，

是慈善公益生态建设的加速器，为新时代慈善促

进共同富裕打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工作模式。

三、互联网公益众筹：开发
慈善募集新质生产力

互联网、区块链以链接一切的优势将慈善

需求与社会爱心互联互通，改变了传统慈善单

纯线下募集的模式，成为慈善募集的新动能。

为此，陕西省慈善协会从社会招聘了 13名专业

人才组建了数字慈善专业团队，通过互联网公

益众筹，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小额捐赠，开发慈善

募集新质生产力，打造数字慈善新业态。

2016年以来，省慈善协会先后入驻腾讯、轻

松筹、支付宝、美团公益等多个全国性网络众筹

平台，策划公众乐于参与的众筹项目。2023年

乡村振兴专场、95数字公益节、99公益日三场互

联网公益众筹网络筹款5.2亿元。八年来，省慈

善协会联合市、县在网上推介筹款项目5000多个，

8000 多万人次爱心捐赠，网络筹款 20.5 亿元。

如今，陕西省慈善协会网络筹款已建立了常态

化机制，网络慈善由过去单一的 99公益日短促

突击转入了常态化开展。2022年、2023年网筹

分别达到 5.7亿元、5.2亿元，两个年度平均每天

线上筹款149.3万元，在全国名列前茅，荣获“最

具影响力慈善组织奖”。目前，互联网公益众筹

已成为陕西省慈善协会动员社会爱心促进共同

富裕的重要抓手，成为波澜壮阔的奉献爱心社

会大实践。

纵观陕西互联网公益众筹活动实践，有以

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聚焦共同富裕推介公益

众筹项目。二是层层动员培训，为基层慈善组

织赋能。三是聚焦乡村振兴赢来党委政府推动

支持。四是“3446”工作模式，发动社会广泛参

与（三个主体共同发动，定向发动四个群体，

四个层面联合劝募，重点发动“六个一起捐”）。

五是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与此同时，省慈善协会建立了线下全员募

集机制，28年来募投慈善款物88亿元，实施慈善

项目逾两万个，帮扶困难群众逾 2000万人次。

近两年新增协议捐赠额 5.39亿元，慈善募集大

幅增长，2023年达到 10.0066亿元，成为陕西慈

善募集量最大的社会组织。被省委、省政府表

彰为“全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四、“三化建设”：构建社会
救助新模式

社会救助、补充民生保障是慈善工作的底

色。慈善工作的成效通过具体慈善项目效益体

现。多年来，省慈善协会坚持慈善工作项目化、

项目管理规范化、项目质量品牌化“三化”建设，

构建社会救助帮扶新模式。

（一）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策划实施

项目

——慈安桥：针对陕南秦巴山区山大沟深、

沟壑纵横群众出行难的问题，已与财政部门合作＋

慈善募集的模式筹集资金8.5亿元，在全省建设

慈安便民桥 7853座，解决了 350万人口的出行

困 难 。 此 项 目 荣 获 国 家 民 政 部“ 中 华 慈 善

（项目）奖”。

——慈善助学：为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募

投 7.8亿元帮助 30万名大学生完成学业。以集

中办班、定向救助方式帮助 20万名贫困中小学

校学生完成学业。并承接企业捐赠 6.4亿元善

款在贫困县建设中小学校26所。慈善助学项目

荣获中华慈善总会“突出贡献项目奖”。

——医疗救助：网筹 12 亿元救助困难家

庭大病患者；援引中华慈善总会药品价值 28
亿元为贫困患者发放；承接省民政厅 2500万元

“救急难”。

——产业帮扶：开展“十百千万爱心助农大

行动”，线上线下募投5.58亿元实施产业扶贫项

目；担任扶贫合力团团长单位，投入4889万元帮

扶丹凤县发展产业。

——“三节”救助送温暖：募投 3.6亿元实施

“三大节日救助”项目，每年春节慰问2万个困难

家庭；“六一”节为2万名困难家庭儿童送关爱；重

阳节看望2万名困难老人。近年来将物质救助与

精神慰藉和志愿服务相结合。此项目向困难群

体雪中送炭，被社会誉为关爱民生的品牌项目。

——关爱“留守儿童”：从2012年开始，省慈善

协会实施“慈善筑巢”“关爱花蕾”和建“儿童之家”

关爱留守儿童系列项目。按照统一功能标准，为

留守儿童提供食宿条件，设置绘本馆、心灵屋、

亲情角等功能区域。帮助留守儿童开阔视野、

启迪心灵。几年来投入资金 6500 万元，建成

“儿童之家”354个，实施慈善筑巢、关爱花蕾项目

371个。实施关爱农村留守儿童项目累计达到

725个，惠及留守儿童15万名。

——关爱退役军人和农民工：与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合作筹募1.4亿元“关爱基金”，以精准

滴灌模式帮扶困难退役军人2398名。与省人社

厅联合设立“农民工关爱基金”，帮扶困难农民

工1041人。

——慈善抗疫：三年新冠疫情期间，动员省内

外1100家爱心企业、数百万爱心人士，线上线下捐

赠抗疫款物价值4.09亿元驰援河北、武汉、上海疫

情灾区。并在省内开展了近百场捐赠活动，将急

需的医疗、生活物资捐送到定点、重点医院、封控

社区、农民工居住地等七大领域抗疫一线。

——抗洪救灾：面对河南、湖北和省内陕

南、陕北、关中多地发生的重大洪水灾害，紧急

募集近亿元款物救援灾区。2023年年底甘肃积

石山县地震灾情发生后，省慈善协会立即启动

应急救援方案，紧急发布地震救灾倡议书，募集

救灾款物价值1121万元星夜兼程送往灾区。

（二）工作到基层推动慈善项目“三化”建设

近两年，省慈善协会每年组建 10个调研督

导组深入市、县（区）对慈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

检查督导。两年督查了 80%的县区，50%的镇、

街办，近千个村和社区。调研督导坚持问题导

向，对标质量标准找短板和薄弱环节，一地一策

优化项目实施方案，推动慈善工作“三化”建

设。在省慈善协会的推动下，市县形成了齐心

协力抓项目、抓质量、抓效益的工作态势。2023年

省慈善协会支出项目资金9.16亿元，会同市、县

实施项目 1155 个，惠及困难群众 357 万人次。

幸福家园、慈安桥、三节救助、儿童之家等一批

接地气的品牌慈善项目深受群众欢迎。

五、强化政治引领：开辟
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党的二十大召开后，省慈善协会在全省慈

善会系统开展“担当新使命 落实新举措 开

创新格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讨

论。针对部分县区班子年龄老化，工作缺乏活

力的状况，省慈善协会连续三年开展“基层组织

建设年”活动，推动全省53个市县（区）慈善会换

届，把一批有情怀、有能力、有影响的退休领导

干部吸收到慈善队伍中来。同时，推广镇安县

镇设慈善分会、村建慈善工作站的经验，完善

省、市、县、镇、村（社区）五级慈善工作网络。与

此同时，全省慈善会系统内强素质、外塑形象，

着力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开展比服务、比创

新、比亮点和争一流的“三比一争”活动。倡导

大爱情怀、务实双创、克难攻坚、清正廉明的慈

善精神；培育拓荒牛、孺子牛、老黄牛的工作作

风；以党建为统领，深化理论武装，强化职责使

命，担当新时代慈善工作大任。

纵观陕西慈善工作态势，新思路谋划，新路

径探索，新技术助阵，新业态引领，紧密配合省

委、省政府工作大局，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

富裕工作成效显著，探索出了新时代慈善践行

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与模式。

在 2024年 4月召开的“陕西省慈善事业高

质量发展推进会”上，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

出席讲话中高度评价说：“陕西慈善事业聚焦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创新，在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开展应

急救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陕西慈善现象’。陕西慈善工作蓬勃发

展、方兴未艾，特色鲜明、亮点纷呈，做出了品

牌、闯出了路子、走在了全国前列，不仅为陕西

争了光、为全国慈善会系统添了彩，也为推动中

国特色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陕西力量。”

2024.7.9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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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慈善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与模式
□ 赵浩义 记者 张璐

5 月 21 日 ，

省慈善协会前往

咸 阳 市 泾 阳 县

安吴镇徐家岩村

慈善幸福家园，

实地感受和体验

慈善幸福家园建

设成效，并捐赠

爱心物资。

记者 张璐 摄

省慈善协会会长吴前进和老人们亲切交谈 记者 张璐 摄

省慈善协会会长吴前进一行观看老人们准备的才艺表演 记者 张璐 摄

3月29日，

周至县召开

“慈善大会”。

记者
张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