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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上旬，“美的·2023顺
德半程马拉松”举办当天，“悦尔
公益跑”系列马拉松专题公益活动
第一期也在顺德举行。马拉松已经
远去，但余热依然留在顺德人的记
忆中。

该活动倡导跑者捐出自己的步
数，主办方会将这些步数兑换成爱
心物资，注入顺德慈善圆梦行
动，为有需要的人群实现微心
愿。活动中，悦尔公益也计划向顺
德区低保及低保临界家庭捐赠冬
被、电热水壶等首批价值约10万
元的物资。

这次活动并不高调，但在顺德
慈善领域，却有着较大的典型意
义，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顺德慈
善在全民慈善方向上的尝试以及成
效。在慈善氛围浓厚的顺德，全民
慈善多有典型案例，顺德慈善会更
是在2022—2026年战略规划纲领
中将“让慈善成为人人生活的一部
分”作为愿景，力求让慈善融入市
民的日常生活，让人人参与慈善，
使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惠及更多困
难人群，打造慈善之城的又一品
牌。

事实证明，顺德在全民慈善方
面的创新与尝试卓有成效，数据显
示，因为“顺德全民慈善加速度”
理念的引入，顺德慈善网络筹款平
台“慈链公益”最近仅用了两个月
就筹募了近1000万元，真正实现
了“慈善加速度”。

爱心捐步、公益集市
成就可以感知的梦想

“悦尔公益跑”是由中欧广州
校友、中欧戈友会、三七互娱跑
团、广州博润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顺德慈善会、顺德慈善组织联合
会、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联合发
起，鼓励跑者在终点通过悦尔优库
公益平台捐出自己的步数，后续这
些爱心步数将会兑换成公益爱心物
资捐赠到以顺德慈善“圆梦行动”
受助群众为代表的有需要的人群当
中，帮助他们实现“微心愿”，实
现“运动与公益”的有效链接。

这次活动受到了众多跑友的关
注。据统计，活动当天共有47人
捐步，捐出的步数超过110万步，
善心一动，成就的是一个个可以感
知的梦想。

值得关注的是，“悦尔公益
跑”既是顺德慈善与众多单位的一
次携手合作，是将慈善与运动结合
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顺德慈善

“圆梦行动”在全民慈善方向的一
次探索。

顺德慈善“圆梦行动”于
2011年由顺德慈善会推出，是首
个以“个性化”资助为导向的品牌
项目，项目主要联动社会各方资源
和力量，通过帮助有需要的人实现
个人梦想，实现对顺德区困难人群
的精准帮扶，共同营造相处融洽、
友爱互助的良好社会氛围，传递社
会温暖的人情味与守望相助的正能
量。

2023 年顺德慈善会继续将
“圆梦行动”“安心善居”及“助学
圆梦”三个模块组合成大品牌“圆
梦行动”，采取“筹募+配资”的形
式，由顺德慈善会·和的爱心基金
配资，汇聚行业平台优势，充分调
动各方力量积极参与，探索“项目
聚力，多方协同”的精准帮扶机
制，实现“捐款+捐物”的双路径

助力圆梦，合力为顺德区有需要的
帮扶人群提供贴心的支持与服务。

在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积极参与
方面，该项目进行了众多的尝试。
比如上线网络筹款平台“慈链公
益”，还开发出专门的手机端“小
程序”，倡导市民捐赠爱心、认领

“微心愿”。
与此同时，顺德慈善会携手顺

德慈联、大良街道南华行政服务站
与顺德区德威慈善基金会，于中秋
节在华盖路步行街举办了为期三天
的“月满中秋·梦圆此时”圆梦公
益集市，市民可以现场扫码捐助助
力“微心愿”达成，也可以通过一
些游戏认领“微心愿”，而且市集
商家会捐赠所得利润10%~50%来
助力“圆梦行动”微心愿实现。

创新的筹款方式吸引了不少市
民前来参与，也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数据显示，本次公益集市共募
集到善款近万元。而在“慈链公
益”平台上的“微心愿”板块显
示，截至10月底，共收到社会各
界捐助次数达1024次，捐物次数
达36次，捐赠总额接近7万元。因
为渠道的拓宽，今年顺德慈善“圆
梦行动”筹得善款60余万元，相
较去年筹款额增长近5成。

创新慈善参与方式
鼓励普通市民奉献爱心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慈善是企
业、富人践行社会责任的关键词，
而慈善领域筹款的对象往往也是大
企业。从这个层面来说，顺德慈善

“圆梦行动”的资助方式及筹款方
式有着一定的创新意义——对困难
群众进行精准帮扶，深入民间征集
爱心，让普通市民也能充分参与到
慈善项目中去，奉献自己的一份爱
心。

全民慈善的筹款方式并不少
见，每年的630广东扶贫济困日，
顺德慈善会和各个镇街的慈善会均
会推出筹款活动，鼓励社会各界慷
慨解囊，为扶贫济困奉献爱心。

而顺德慈善“圆梦行动”筹款
方式的创新之处在于，市民不一定
需要付出真金白银也可以参与慈
善。比如参与“悦尔公益跑”，只
需要捐献步数，就会由活动主办方
将其兑换成爱心物资；在圆梦市集
中，市民只需要在市集里消费，商
家就会捐出善款，市民等于是在取
得所需的过程中，完成了一次慈善
之行。

事实上，近年来，这种方式在
顺德慈善界逐渐流行，深受市民欢
迎。以已有十八年历史的顺德慈善
会清明节鲜花义卖活动为例，几乎
每年清明节，顺德慈善会都会在飞
鹅永久墓园设置鲜花义卖摊位，倡
导市民文明祭扫的同时，筹款支持
区内慈善公益事业。今年，清明节
鲜花义卖活动义卖鲜花 8000 束
（篮），现场义卖募集善款近30万
元。

贴合如今的徒步热及低碳出行
热，今年清明鲜花义卖又创新性地
推出了“悦行越顺”爱心捐步环
节，打造慈善捐步小程序，倡导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参与的热心市
民捐出步数，爱心单位（飞鹅助医
资金）根据步数，对区内困难家庭
重症患儿医疗救助项目进行配捐，
不少市民也参与到了这个活动中
来，据统计，清明节期间顺德共有
1328 人参与捐步，捐出步数近
1400万步。

不仅如此，清明义卖的各个环
节，几乎都渗透着慈善公益的元
素。今年的活动志愿服务支持单位
有5个，参与其中的志愿者达120
人次，还有企业提供培训、花艺设
计以及志愿者保险捐赠等服务，均
是以金钱之外的方式参与慈善。

又比如在实施多年的“安心善
居”项目中，顺德慈善会一直持续
联动多元主体发挥自身职业特长，
参与“安心善居”困难家庭房屋修
缮计划。去年，顺德慈善会·善行
者志愿队联动泷致装饰有限公司，
成功组建“安心善居”项目修缮小
分队，主要针对已完成改造的困难
家庭房屋开展“小规模”修缮服
务，一年下来为23户困难家庭进
行房屋补漏、瓷砖铺贴、水电维护
等服务，实现项目“保质保鲜”。

自古慈善氛围浓厚
融入顺德精神文化力量

全民慈善之所以能够迅速铺
开，形成风潮，跟顺德自古以来浓
厚的慈善氛围密不可分。

顺德地区虽只有五百多年建县
历史，但是顺德慈善文化早在古代
就已植根顺德社会当中，古有筹资
合办青云文社以资助上京师生的巨
商名医；也有在青云塔旁搭建茶
亭，让往来行人歇脚喝茶的无名村

民；还有捐出全部嫁资搭建桥梁的
南宋贞女。

到了20世纪70、80年代，李
兆基、郑裕彤、李锡等乡亲纷纷
回乡投资设厂，带动家乡经济发
展，同时积极热心捐款捐物支持
家乡建设，他们的名字如今依然
留在顺德很多学校、敬老院、图
书馆等建筑上，他们以自己的实
际行动引领着更多的顺德人加入
慈善行动中，开启了顺德全民慈
善的新时代。

这股风潮的影响力之大，从顺
德历年举办过的一些大型慈善公益
活动中可见一斑。1996年，为在
全社会宣传教育，提倡尊师重教的
社会风尚，推动顺德教育改革和发
展，顺德首次举行“教育基金百万
行”，活动参与人数近40万，共筹
得善款超5000万元，至今，顺德
举办多次“教育基金百万行”活
动，参与人数屡创新高；2000
年，“兴建顺德大学筹款万人行活
动”参与人数达 63 万人；2010
年，“心系教育·您我同行2010顺
德教育基金百万行活动”参与人数
更是高达80万人；2009年至2019
年间，顺德以社会力量自行捐赠为
主参与扶贫开发，社会捐赠总金额
高达53.43亿元……

当前，慈善事业正经历着从传
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转型发展的关键
时期，顺德抓住风口，创新打造

“互联网+慈善”模式， 发展指尖
云端慈善，于 2021 年正式上线

“慈链公益”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
平台。“慈链公益”目前已获民政
部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
信息平台认证，成为“立足顺德、
面向全国”的大众性互联网公开募
捐信息平台。

作为承载着拓宽佛山乃至大湾
区慈善范围，调动“人人参与”慈
善公益氛围期望的平台，截至目
前，“慈链公益”平台共服务组织
183 家，提供筹款服务项目 524
个，筹款总额达到 19857321.05
元，共153497人次参与捐赠，个
人用户总数179901人，人均捐赠
金额达129.37元，极大地激活了深
藏于民间的慈善基因。

顺德慈联相关负责人表示，经
过多年发展，顺德坚持小政府、大
社会的慈善模式，借助组织和民众
集体力量，海内外顺德人的鼎力襄
助，慈善组织蓬勃发展，组织专业
化水平不断提升，顺德已经建立起
一个完整和谐的现代慈善文化体
系，并使慈善成为顺德这座创新之
城最鲜活动人的文化基因，更成为
当代顺德精神文化和精神力量的重
要组成部分。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莫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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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活动里的全民慈善力量
顺德建立的现代慈善文化体系，让慈善成为鲜活动人的文化基因

59名学员顺利结业，2023年清
华大学顺德区基层治理人才研修班成
果喜人

优秀研讨项目
有望落地实现

珠江商报讯 记者莫胜娜报道：历经8个
月，第二期“清华班”终于结业了。11月26
日，2023年清华大学顺德区基层治理人才研修
班举办结业仪式，符合结业条件的学员获得结
业证书，优秀学员及团队获得表彰。

为了培养具有系统思维、扎实基层治理专
业技能、优秀领导力和行动力的基层治理人
才，顺德区联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开展

“顺德区基层治理人才研修班”。“清华班”由顺
德区委政法委、顺德区民政人社局、广东省德
胜社区慈善基金会联合主办，顺德社创中心提
供在地支持，规划开展四期，计划覆盖顺德三
分之二的村居中至少1名“两委”干部，其中
第一期“清华班”已经结业。

顺德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顺辉寄望学
员们以终为始、知行合一，带上经过新思想、
新理念、新知识武装过的头脑，更好地发挥

“头雁”的引领带动作用，扎扎实实做好群众服
务，推动顺德的社区建设更具现代化、更有韧
性、既和谐有序又充满活力。德胜基金会副理
事长郭祺提出期望，希望学员们将所学到的理
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同时将参加学习
的心得体会分享给更多人，鼓励更多人前来参
与学习。

今年3月，第二期“清华班”正式公开招
募学员，得到广泛响应，263人申请报名，最
终录取学员60名，录取率仅为23%。自4月在
清华大学开班以来，全体学员历经8个月，完
成了21天的系统课程学习，开展了26场学员
互访共学活动。

经过21天的学习，根据培养方案设定的目
标及要求，经清华大学培训中心评定，共59名
学员达到结业条件；综合考虑学员考勤及互访
共学表现、小组学习的参与度和贡献、行动转
化三方面，“清华班”又评选产生10名学习之
星。活动为这些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及奖状，
还颁发了班委嘉许状。

“8个月的学习，我收获了很多知识，对于
基层社会治理有了更多新的想法，最重要的是
提升了扎根基层的信心。”第二期“清华班”学
员、勒流街道江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康兆
祥说。

据悉，第二期“清华班”的教学设计更加
突出问题导向，根据60位学员工作中遇到的

“高频”难题，确立了城乡社区融合、组织培育
及资源动员、社区服务及可持续发展、领导力
与团队建设、社区文化及社区教育、产业与集
体经济六大主题组别，并围绕六大议题，结合
课程开展，进行深入的课题研讨和行动研究，
让有相同问题及挑战的学员同组学习、共创行
动方案。

“我作为老人，希望社区有更多的养老设
施。”“作为年轻人，我觉得咖啡、活动空间是
社区必不可少的。”关于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
展，第二期“清华班”第三组学员带着这个问
题深入容桂卫红社区开展了充分的调研，并在
此基础上撰写了《“旧巢”引“新凤”！容桂卫
红可持续发展及社区服务探新路》方案，并在
活动中，以小剧场的形式对该方案进行了阐
述。希望以卫红社区空间“居民客厅”为载
体，链接政府、企业、机构、高校等多方资
源，构建“党委领导，多元共治”的社区发展
体系，推动多元参与，把卫红社区打造成为党
建引领下集合社区养老、公益、文化、历史、
基层治理、宣传阵地于一体的社区可持续发展
示范社区，形成可复制的社区可持续发展模式。

方案得到了评议小组的肯定，“听完之后，
我们想到项目现场看一看。”“从项目介绍来
看，可以发现学员们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各
种理论知识运用到位，也有积极想办法应对现
实的问题与挑战。”

当天，六个小组的学员纷纷上台，对各自
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报。与此同时，清华大
学、政府代表、基金会代表组成评议小组，现
场评定产生了两个“优秀小组”，这两个小组的
项目将有望入选德胜基金会项目资助“绿色通
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21
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邓国胜表示，希望学员能
够学以致用，将所学知识落到实处，同时提升
创新能力，利用这些理论知识和自己的创新能
力，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遇到的问题，推动基
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争取打造出顺德样板。

志愿者以实际行动支持鲜花义卖活动。

在圆梦市集中，市民只需要在市集里消费，商家就会捐出善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