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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 2022 年度工作报告

（2023年 4月 15日提交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

第三届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李 琦

尊敬的各位理事、监事、参会代表：

2022年，常务理事会组织领导对秘书处团队与运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通

过竞聘机制选拔出了秘书长团队，研讨确定了弘慧年度战略目标。在新的机制下，

秘书处团队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全体员工上下一心，围绕“做强筑梦计划、实践

县域模式、提升筹资能力”这一目标，引入 OKR 和 KPI 结合的目标管理模式，

调整秘书处架构，细化全年工作指标，集中精力抓落实，在项目优化、运营机制

升级、筹款和服务能力提升、组织能力培养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在外

部环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秘书处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的既定目标。现将全年工作

总结报告如下：

第一部分 综述

一、以筑梦计划为核心项目，推进弘慧项目体系模块化和项目品牌构建，

弘慧公益项目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成效都得到明显提升。

（一）将“营地计划”从筑梦计划项目内剥离出来管理，形成了筑梦计划、营

地计划、乡村好校长计划三个核心项目。通过一年的强化调整，逐步提升了项目

的品牌影响力。同时探索和设计面向公费师范生的青苗计划，已搭建完成项目框

架，并着手实施。

（二）针对筑梦计划日常陪伴服务效能欠佳的核心问题，项目中心着重从优

化“筑梦中心”团队入手，加强在地日常陪伴服务者的支持和动员，各县域筑梦中

心的凝聚力、主动性得以有效提升。除此以外，尝试在沅陵县和平江县组建“慧

行”志愿者团队，融入筑梦中心，增强了筑梦中心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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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梳理筑梦计划、营地计划、乡村好校长计划、星火计划、青苗计划五

个项目的项目手册，编制项目路演 ppt，推动弘慧项目产品化模块化进程，为项

目的筹款及推广复制奠定基础。

（四）探索乡村好校长计划融入县域发展模式的方案，产出了“乡村好校长

三力实践创新课程”项目方案，通过大半年的试运行，证明了项目模式的可操作

性。好校长计划成为县域模式下重要的项目模块。

（五）弘慧筑梦计划项目管理系统+捐赠管理服务系统，经过长达半年的需

求分析和调研，已经进入了应用测试阶段，有望解决弘慧在项目管理和捐赠人服

务方面的效率问题和精准、持续服务能力问题。

二、县域模式的探索实践取得阶段性成果。

弘慧确立了走县域模式的道路，将县域模式作为长期发展的核心战略。但什

么是弘慧的县域模式？需要在实践中梳理完善总结。秘书处专门设立县域发展中

心承担此项重大任务。目前，该中心初步完成了“弘慧县域公益项目体系”的梳理，

并在平江和沅陵尝试组建县域团队，构建了以“长沙运营中心支持+县域理事会+

县域专干+县域志愿者团队”为基础的“弘慧县域管理模式”的雏形，为理事会决策

弘慧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实践经验上的依据。

三、筹资和捐赠人服务能力有所提升，但达成筹款目标挑战明显。

弘慧秘书处完成了从“理事会驱动筹款和服务”到“秘书处团队自我驱动筹款

和服务”态度及能力的转变，初步摆脱了“等、靠、要”的筹款思维，并在筹款和

服务效果上有了较大的进步。

（一）全年完成社会化筹款约 1618万（完成目标的 87.46%），超过 2021年

的 1572万元。全年总收入 3425万余元，比 2021年增长 17.97%。

（二）今年弘慧基金会在腾讯公益线上筹款平台的金额达到了 400万，为历

年来最高。

（三）捐赠人服务方面，资源中心大大提高了服务接触的频次和密度，服务

的针对性和体系化已经形成。从接收到的捐赠人反馈来看，捐赠人的体验感、获



3

得感和满意度有所提升。

四、在理事会的领导下，秘书处团队文化向好，组织能力增强，团队主人

翁精神全面展现。

（一）理事会和理事长对秘书处管理机制的改革是秘书处团队提升的根本原

因。常务理事会领导下的轮值理事负责的管理模式是秘书处团队进步的关键。前

后两届轮值理事在战略和战术上的指导，引领了弘慧的成长。

（二）秘书长竞聘制激发了核心骨干的主人翁意识和成长动力；更加丰富完

善的人事薪酬体系的落实吸引了更多优秀人才的加入，提升了团队整体素养和能

力。

（三）2022年度的项目管理能力系统培训，贯穿了每一位员工的日常工作，

全员的项目管理意识和能力逐步向一线基金会对标和看齐。

（四）落实组织文化，用一观四感八能力指导识人、育人，价值观上“立己

达人”今年被有效贯彻，弘慧归属感全面提升。同时“心中有爱、眼中有人、身体

力行、快乐公益”，四句话的弘慧态度被落实到工作细节上。

项目优化、能力提升、团队成长推动弘慧组织能力的发展，体现在公益资源

能有效发掘和引入，项目能高效组织实施，我们核心公益对象，乡村孩子和教育

者就能获得更多有效支持。今年弘慧在服务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上也投入了很大的

精力，在单个项目单周期阶段性的调查与反馈中，乡村孩子营地成长体验、好校

长成长体验、弘慧大学生志愿者体验，满意度都获得了高分。

第二部分 各模块工作分析与总结

2022年是弘慧的变革之年，是未来弘慧发展规划的探索期。在有些想法并

不完善，有些规划并不系统，只有方向和目标的情况下，弘慧秘书处面对外部环

境的不确定性和现实困难，强化了团队协作，发挥集体的力量，迎难而上，基本

可以确定能够较好地达成年初制定的各项指标。其中很核心的指导思想，是源于

弘慧草根实践型组织的基因，先干，边干边总结，边干边调整。截至目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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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秘书处各项工作都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

一、筑梦计划

筑梦计划在 2022中国慈善项目大赛中被评为“四星优质项目”，并获得多维

多次传播推广的机会。

（一）筑梦计划的资助情况

2021-2022学年，筑梦计划在小学及初高中阶段，在 140所学校设立了奖助

学金，共计资助学生 2701人，共计发放奖助学金 668.45万元（弘慧班中未接受

资助的学生数不包含在内，且秋季学期与春季学期数据因辍学、转学等原因会有

微小变化）。详见下表。

县域

学校

总数

（人）

学生

总数

（人）

高中 初中及小学

学校数

人数（人）

学校数

人数（人）

奖学金 壹加壹 特定资助 奖学金 壹加壹 特定资助

安乡县 9 172 1 85 15 0 8 68 4 0

鼎城一中 1 15 1 15 0 0 0 0 0 0

蓝山县 12 186 1 66 7 0 11 99 14 0

平江县 10 97 1 25 0 0 9 72 0 0

石门县 5 92 1 47 5 0 4 35 5 0

桃源县 8 117 4 84 3 0 4 29 1 0

通道县 8 223 1 113 15 0 7 82 13 0

溆浦县 17 389 1 186 40 0 16 144 19 0

阳原县 4 49 1 13 0 0 3 36 0 0

永顺县 11 238 3 111 11 1 8 107 9 0

桑植县 19 345 1 150 18 1 18 161 16 2

兴义八中 1 30 1 30 0 0 0 0 0 0

株洲县 1 17 1 17 0 0 0 0 0 0

沅陵县 34 731 4 363 57 1 30 265 46 0

合计 140 2701 22 1305 171 3 118 1098 12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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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弘慧学子升学情况：2022 初中毕业弘慧学子人数总计 651名，其中升

入合作高中人数为 498人，占比 76.50%；成为公费师范生 37人，占比 5.68%；

升入非项目合作高中 81人，占比 12.44%；就读职业院校 25人，占比 3.84%；

无去向 10人，占比 1.54%。

高中弘慧学子升学方面：2022 年高三毕业弘慧学子共计 521 人，其中共有

454名学子选择继续就学：考取本科院校的 386人，占比 85.02%；考取专科院校

的 51人，占比 11.23%；复读的 17人，占比 3.74%。

弘慧学子联合会概况：2022年共有 174位弘慧大学生毕业，491位新生加入

弘联会（含免师）。截至目前，弘慧大学生在读 1624人，华中 1345人、华东 100

人、华北 179人。

（二）筑梦计划的日常陪伴实施情况

1.针对筑梦辅导员开展日常陪伴活动不够系统的问题，秘书处组织专业力量

研发了“弘慧筑梦计划三力课程盒子”。

2.针对项目学校对弘慧筑梦计划实施的配合度有所下降的情况，制定了项目

学校合作评估办法，设立了退出机制。2021—2022学年筑梦项目评估中，项目

学校的评估分数主要集中在 120～150分之间，占比约 95.59%，无不合格项目学

校，项目学校的配合程度极大提升。

3.针对筑梦计划中核心枢纽——筑梦辅导员主动性和积极性下降的问题，我

们加强了筑梦中心运营支持，提升筑梦辅导员的凝聚力和对弘慧项目的认同感。

（三）筑梦计划大学阶段弘慧学子联合会

1.在弘联会开展针对大学生的导师计划，将大学生与弘慧爱心人士连接起来。

第一期导师计划共招募学员 40人、导师 31人。

2.大力支持弘联会大学生运营的自主公益项目，弘慧大学生参与公益，反哺

家乡的机会和比例有所提升。2022年度，弘慧学子参与公益活动主要集中在夏

令营活动、星火计划、弘联会日常工作，对比 2021年度，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的比例增长 30%。其中，弘联会会长团队发起的逐光计划——给处于大学不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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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弘慧学子提供线上分享交流平台与主题活动；由 2021年上海弘慧公益成长

营孵化的 sugar行动——已经通过自主募捐，支持了三所乡村学校小学部图书角

的建设。

二、营地计划

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弘慧基金会克服很多困难，有效开展了乡村训练营、

挚友夏令营、城市实践营、公益成长营四个营地项目，一共陪伴了 1259位弘慧

学子，共有 287 位大学生志愿者投入到项目服务与陪伴中，弘慧生志愿者 149

人，占比 51.91%。

项目 开展时间
营员人数

（人）

志愿者人数

（人）

弘慧生志愿者

人数（人）
弘慧生占比

乡村训练营 7.14-7.22 740 177 98 55.37%

挚友夏令营 7.24-8.09 374 59 23 38.98%

城市实践营 8.15-8.22 94 28 13 46.43%

公益成长营 6.13-6.19 51 23 15 65.21%

总计 1259 287 149 51.91%

▲表：2022营地计划陪伴营员及志愿者人数

三、乡村好校长计划

乡村好校长计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湖南乡村好校长计划和县域乡村好校长

项目（好校长三力创新课程实践）。

（一）湖南乡村好校长计划

1.本项目在 2022年成为湖南省教育厅唯一写入年度工作总结和计划并向全

省颁布的公益项目。2022年 1月，本项目完成了第三届乡村好校长的评选，10

位乡村校长获得殊荣（项目累计评选了 29位校长）。

2.开展第六期乡村好校长能力提升班，助力乡村好校长进一步成长。83%的

参与者反馈满意，反馈培训内容接地气、实在，实用性强，教育专家对工作是认

真和中肯的，利于为学校发展日常管理找到症结和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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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化联盟内部组织架构，提升湘村好校长联盟自主运营的能力。开展多次

联盟交流活动（线上、线下），完成联盟纳新工作，23位新成员加入联盟；完成

联盟兼职人员的入职事项，完成秘书处人员职责更新及制定联盟考核办法，提升

了联盟自主运营的能力。

（二）县域乡村好校长项目探索实践

以县域为单元探索乡村好校长计划的实施路径，是弘慧从 2020年开始的工

作，结合县域发展中心的县域模式探索，如何赋能校长，我们在与平江县和沅陵

县的 23所学校校长开始了共同探索，找到了效果比较好的项目逻辑模型。县域

乡村好校长项目本质是通过培训、小额资金，支持学校校长带领学校骨干教师组

建实践团队，开展三力教育。

1.该项目是基于弘慧基金会县域校长培训项目的迭代升级的尝试，突破点有：

正校长+未来校长的培训组合，培训对象纳入学校骨干教师队伍；以终为始，突

出培训目标，围绕培训目标设计内容，且注重过程成果展示；小额资金支持，2

万-3 万/年的小额资金支持实践的开展；调整培训比例，降低外出游学、参访等

形式，提高 1对 1的交流，单校诊断和辅导。

2.通过县域好校长计划，弘慧将直接尽可能覆盖服务更多乡村孩子。23所九

年义务教育阶段项目合作学校陪伴实践方向中，有 7所学校主要培养学生生活力、

7所学校主要培养学生学习力，9所学校主要培养学生社会力，其中 16所的主题

有突出的乡土特色（乡土认知、认同），详见下表。

学校 三力陪伴实践主题 类别 细分

沅陵县二酉苗族乡中心小学 会说话的博物馆 社会力 乡土认同

沅陵县官庄镇中心小学 茶娃总动员 社会力 乡土认同

沅陵县第六中学 阳光下的守望 生活力 身心健康

沅陵县凉水井镇中学 我的秘密花园 生活力 劳动素养

沅陵县筲箕湾镇中学 神奇的四亩地 生活力 劳动素养

沅陵县陈家滩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如果植物会说话 生活力 劳动素养

沅陵县池坪九年一贯制学校 健康守护者 生活力 安全防范

沅陵县大合坪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家乡推荐官 社会力 乡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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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借母溪乡枫香坪九年一贯制学校 神奇的油菜籽 生活力 劳动素养

沅陵县金山学校 我家就在矿山住 社会力 乡土认同

沅陵县凉水井镇张家滩九年一贯制学校 班牌对对碰 社会力 团队协助

沅陵县马底驿九年一贯制学校 我为豆腐代言 社会力 乡土认同

沅陵县明溪口镇芙蓉学校 去哪儿，去那儿 社会力 乡土认同

沅陵县楠木铺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足球博物馆 学习力 好奇与追问

沅陵县沅陵镇深溪口九年一贯制学校 方寸书店 学习力 知识获取与掌握

平江县安定镇永兴小学 空教室－面具人生 学习力 生涯认知与追求

平江县三墩乡戴市小学 果蔬变变变 生活力 劳动素养

平江县三市镇三市小学 你好，杜甫！ 学习力 好奇与追问

平江县三市镇下沙小学 百万阅读我最棒 学习力 知识获取与掌握

平江县安定镇大桥中学 我的手机我做主 学习力 坚持学习与毅力

平江县第十一中学 舌尖上的平江—平江十大碗 社会力 乡土认同

平江县三市镇三市中学 少年求职记 学习力 生涯认知与追求

平江县思村中学 稻田守护者 社会力 乡土认同

四、筹资工作报告

弘慧基金会 2022年社会化筹款总目标为 1850万元，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环境

的影响，加上受限于淘宝公益宝贝筹款项目上线，因阿里巴巴公益平台的准则要

求，本年度未能按时上线筹款。所以实际完成社会化捐赠收入到账 16,181,838.83

元，未能完成预定目标，但是今年腾讯 99公益日筹款取得历史性突破。线下筹

资工作也紧密围绕捐赠方需求，切实做好捐赠方服务，竭力提升捐赠方的参与感，

筹资额也高于 2021年。

2022年筹资工作紧密围绕捐赠方需求，切实做好捐赠方服务，竭力提升捐

赠方的参与感，具体体现在：

1.紧密围绕企业捐赠方需求，提升捐赠方参与感、提升与弘慧公益的黏性。

2.切实做好个人捐赠方服务，提升捐赠方参与感，提升核心捐赠方对弘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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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度。

2022年捐赠人服务线下主题活动见下表。

活动名称 活动效果

乡村训练营云端

茶话会活动

营地期间举办 11场线上云端茶话会，云端茶话会覆盖 56 位捐赠企业高管及

员工参与，贡献 147小时志愿服务时长，增加企业员工的参与度；学生手写

的传音卡的内容为捐赠方留下深刻印象，捐赠方的参与感受很好，参与意愿

很强。

宁美慧行走访乡

村训练营

宁美 6 位企业志愿者在暑期参与通道县牙屯堡中学营地及家庭走访，并在宁

美淘宝官方店开展公益实时直播 1场，上线“乡村孩子筑梦计划”项目链接的直

播观看量达到 753，实地传播乡村教育与弘慧公益项目。

思村中学澳优平

江乡村训练营草

坪音乐联欢会

邀请颜卫彬理事及朋友们走访平江营地并链接 7位澳优企业高管及 886电台

台长参与平江乡村训练营，轻松的活动形式与深入的交流形式给弘慧学子和

企业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万国数据专属兴

趣课

挚友夏令营及乡村训练营为冠名方万国数据举办 2场线上互动课程，活动效

果较好，但挚友夏令营营地日常反馈较慢，捐赠方体验感不佳。

城市实践营 链接 10家长沙本地企业为实践营提供线下参访机会，其中 6家为潜在企业，

本次活动为未来公益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益趣市集暨 14 周

年活动

邀请在长沙的理事及 50位重要捐赠人参与本次活动，集中展现营地成果及营

员面貌，增强捐赠人与弘慧的链接，但益趣市集的产出质量与参与感有待提

升。

三行诗征集活动

及“朗读者”活动

将弘慧学子的三行诗印刷成册，增加弘慧学子参与感与获得感；真实的三行

诗成为丰富的素材库，为全年四场主题活动（520、弘慧朗读者、慈善之夜、

年度答谢）增加传播亮点；诗集作为答谢捐赠人的定制礼品，获得广泛好评。

日常云端茶话会 日常举办云端茶话会共 28场，其中 12场为个人捐赠人参与，16场为捐赠企

业参与；植德律所由此发起校园普法 100问公益课程，增加律师们的参与感 ；

中欧鲲鹏班由此在班级内部发起结对帮助壹加壹学生活动，成功结对 10位学

生。上海惠立学生家长由此捐赠 6万元体育器材给项目学校。

2022 花开远山弘

慧慈善之夜

在严峻的疫情挑战下成功举办慈善之夜活动，146位嘉宾参与，86位嘉宾捐

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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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感恩答谢 定制年终答谢台历，致谢重要捐赠人及企业，认可和重视我们的捐赠方。答

谢理事及理事单位 48 位，行动大使 19位，捐赠人 91位，捐赠企业 13 家，

资助型基金会 7家。

第三部分 存在问题与不足

2022年整体经济、政策环境相比往年都有比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受经济环

境持续影响，弘慧以大额捐赠为主的筹资策略受影响较大，捐赠意愿下滑，筹款

难度增大；一方面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政府对于困境学子的经济扶持力度，托

底政策力度加大，弘慧公益项目政策及需求背景面临变化。同时，秘书处的主体

责任意识增强以后，弘慧内部管理中的问题被进一步讨论和发掘出来。面对内外

部的挑战和变化，我们分析了弘慧当下几个重点问题：

一、项目执行力量下沉不够。

弘慧的项目特性需要高频次与项目对接接触，项目需要执行力量下沉到县域，

才会有更好的项目产出与成效。虽然弘慧已经确定了坚定地走县域模式的道路，

下沉执行力量，但目前的组织架构和分工，以及管理机制都还不足以支持项目执

行与发展需要，亟待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同时需要匹配加强对项目团队“链接

动员县域志愿者”能力的培养，否则下沉以后也不容易打开局面，难以链接更多

本地人参与弘慧公益项目的在地化执行。

二、弘慧筹资产品设计尚未形成系统可持续的战略和体系。

从公益项目到筹资产品是需要包装和设计的，当然，核心还是先要明确项目

体系，再制定筹款战略。今年在这方面秘书处做了很多学习和探索，也取得了比

较大的进步，但是系统性、可持续性还未有效形成。一方面是线上筹款产品和线

下筹款产品是交织的，捐后的管理难度挺大；一方面是还没有形成固定的筹款颗

粒度，以及相应的、完整的项目手册、视频、印刷品等。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方面

的不足和重要性，后续将投入较大精力去攻克难题。

三、弘慧的品牌构建力量投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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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弘慧的品牌宣传策略都是向下，向县域和行业内部构建影响力，

对品牌传播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人员配置上一直都是够用就行，但是随着弘慧项

目的发展，项目的品牌影响力，直接关系到“用影响力吸引捐赠人”，“用影响力

招募志愿者和影响教育部门的支持力度”。因此需要适当调整品牌宣传策略，提

高对品牌宣传工作的深度和质量要求。这需要加强这一方面的人才配置。秘书处

会更多地考虑加大人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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