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教育强国建设

进程的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公益

慈善事业蓬勃发展。高校基金会，

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基金会在服务

本校的同时，面向社会公益领域

也投放了部分捐赠资源，在扶贫

济困、助学助教、突发事件应对等

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部分高校基金会还

积极开拓外部公益资源，与不同

领域、不同区域、不同场景的社会

公益力量开展多维度协作，通过

资源协同放大了公益力量，不断

探索公益资源倍增机制。

当前，我国公益慈善发展遇

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统筹推

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

改革的总体要求，也给高校基金

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既往双向协作探索的基本上，

如何进一步加强高校基金会与

其他社会公益力量的协同与协

作，打通协作堵点，畅通合作通

路，值得进行更深层次的战略性

思考。

下一步，应搭建更多的交流

与对话平台，触动、激活更多的

潜在公益资源，实现公益协作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

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

展。具体的战略协作可探索从以

下四个方面开展：

一是促进资源协作。尽管行

业发展迄今仅有三十年历史，但

我国高校基金会特色鲜明，优势

突出，是一支重要的新兴公益力

量。高质量开展公益项目，并不

仅仅需要资金资源，学术资源、

人才资源、平台资源、传播资源，

都是高校基金会具备的，能够通

过公益协作发挥重要作用的战

略资源，这也是高校基金会公益

价值有待被进一步挖掘的重要

方面。下一步应充分发挥高校校

友群体分布面广、资源集聚能力

强的组织优势，柔性发掘高校基

金会自身蕴含的巨大潜力，构建

新型公益合作模式。

二是推动项目协作。公益项

目是基础，也是公益体系发挥作

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校基金

会与央企、民营企业等社会公益

机构进行协作，应以打造特色公

益项目为突破口，立足满足更多

人群的公益需要，不断创造新公

益的有效供给，围绕校园生物

多样性保护、在校生志愿精神

与公益理念培育、教育科技人

才一体推进、科技教育与人文

教育协同、大学生就业、海外人

员引进、新质生产力等重点议

题，推出更多符合在校生、年轻

校友等人群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的公益项目。

三是探索人员协作。推动公

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本靠

人才。针对当前公益机构队伍建

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可在高校基金会与其他社会组

织协作过程中，围绕服务国家战

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问题，通

过临时性专班、工作组等形式，

共同推进某项具体工作。同时，

针对相对稳定的某项中长期工

作，也可尝试相互派驻工作人

员，交叉任职的方式开展工作，

加深相互了解，增进彼此共识，

目前部分高校基金会已在这一

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此外，在

志愿者培育方面，高校基金会依

托高校，在志愿者供给方面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建立志愿

者协作机制，扩大志愿者群体规

模，提高校园“Z世代”公益活动
参与程度。

四是实施品牌协作。长期以

来，包括高校基金会在内，我国的

公益机构在传播与品牌打造方面

存在一定的短板。在互联网条件

下，高校不仅是开展校园公益项

目的主力军、校园公益文化的策

源地，同时也能够在打造公益品

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应适度借

鉴商业领域品牌传播策划经验，

与互联网企业发起的基金会充分

联动，依托校园公益场景打造特

色品牌项目，扩大公益项目流量

池，提高公益机构美誉度。

无协作，不公益。当前，随着

公益慈善领域内外部环境的持

续变化，对包括高校基金会在内

的公益机构而言，都不存在所谓

的“泼天富贵”。同时，目前局部

式、片段式的探索也相继进入了

瓶颈期，只有通过持续的公益协

作，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

推进公益事业，推动各领域各方

面的公益资源同向发力、形成合

力，才能适应新的发展环境。高

校基金会作为非传统公益力量

的典型代表，运营规范意识强，

人员整体素质高，是值得信赖的

公益伙伴。打通不同公益品类的

壁垒，调动高校基金会参与积极

性，对用好公益资源能够起到事

半功倍的作用。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机构已

经在加强高校基金会与其他基

金会交流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如今年举办的第六届“双一流”

高校基金会创新发展论坛，就首

次设置校园公益项目展示交流

环节，旨在搭建社会基金会与高

校基金会交流平台，探讨更多

合作前景，促进整个基金会行

业的高质量韧性发展。下一步，

应按照系统集成的思路加强高

校基金会的公益协作，构建常

态化对话交流机制，提升公益

慈善的整体效能，进一步拓展

“新公益”空间，助力我国慈善事

业高质量发展。

渊作者为华北电力大学世界
一流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主

任尧副教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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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校基金会与其他社会公益力量协作
助力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闻 NEWS

曾宪梓体育基金会
向巴黎奥运会内地金牌运动员颁奖

8 月 27 日，曾宪梓体育基
金会巴黎奥运会内地金牌运

动员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曾

宪梓体育基金会理事长曾智

明、副理事长曾智雄向巴黎奥

运会内地金牌运动员颁发了

奖金支票，奖金总额为港币

2800 万元。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

丹、副局长周进强以及巴黎奥

运会金牌运动员代表出席颁奖

仪式。高志丹感谢曾宪梓体育

基金会长期以来对内地体育事

业和体育健儿的关心支持，表

示内地体育健儿将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中国体育

代表团的重要讲话精神，戒骄

戒躁，再接再厉，继续为祖国和

人民赢得更大荣誉，为加快建

设体育强国、共同书写中国式

现代化新篇章、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体育力量。

曾智明代表基金会祝贺祖

国奥运健儿在巴黎奥运会上的

历史佳绩和良好表现，表示将

继续支持内地体育事业发展，

鼓励体育健儿再创佳绩。

金牌运动员代表孙颖莎

在发言中表示，在巴黎奥运会

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取了境

外参加夏季奥运会历史最好

成绩，运动员们顽强拼搏，展

示了高超技艺和良好风貌。优

异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国家的

长期培养，离不开教练员的悉

心教导和科研行政人员的辛

勤付出，也离不开包括曾宪梓

先生在内的海内外全体中华

儿女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继

续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

匹克精神，为社会传递更多正

能量。”

曾宪梓体育基金会由原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金利

来集团主席曾宪梓于 2008 年
捐资设立，用于奖励 2008年北
京奥运会及此后历届奥运会的

内地金牌运动员，旨在通过内

地奥运金牌运动员的楷模效

应，推动国家体育事业发展。

渊据中国新闻网冤

野向阳而生冶心理健康公益项目启动
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8月 27日，公益联合·心理健
康社会服务体系共建暨“向阳而

生”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此

次活动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联

合主办，旨在联合心理健康领域

专家、公益机构、企业、媒体等形

成行动网络，通过项目资助、能力

建设、行业研究、政府与公众倡导

等公益行动，发挥公益慈善在国

家心理健康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中

的积极作用，提升公众对于心理

健康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当前，在经济和社会快速转

型背景下，心理健康问题及其引

发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引起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国家心理健康

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党委副书

记姜雯指出，我国的心理健康和

精神卫生工作逐步由治疗精神

疾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心理健康

为中心转变，但目前心理健康工

作还存在着不少挑战，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短板和不足、

促进心理健康的社会氛围还未

完全形成。

为应对当前挑战，促进公益

行业更好地参与心理健康社会

服务体系建设、融合并发挥积极

作用，“向阳而生”心理健康项目

应时而生。据中国人口福利基金

会项目主管杨端介绍，“向阳而

生”项目致力于打造国内首个心

理健康公益产品的共建共享平

台。项目以小狮子为标志，希望

向大众传递温暖、沟通与行动，

助力人人享有更好的精神健康。

项目由“四个一”组成，即建立一

个项目库，每年发布一份行业报

告，组织一期能力培训并举办一

场经验交流会。

现场还发布了《2024儿童心
理健康公益项目扫描报告》。报告

指出，儿童心理健康公益项目中

新成立项目占比高，主要针对小

学和初中阶段学生，重点关注留

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等儿童群体。

项目多为预防促进类，康复类项

目较为缺乏；多聚焦于影响儿童

自身层面的保护性因素来促进儿

童的心理成长（如提升儿童的社

会情感能力或心理弹性），从家

庭、学校、社区/社会层面保护性
因素介入的项目相对较少。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理事长王振耀表示，“向阳

而生”项目的发起是为了创建联

结并形成组织管理网络，专业知

识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在社

区、学校和家庭中发挥作用，推

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为了

帮助公众能够更加积极地认识

心理问题，改善认知偏差，王振

耀建议在用语上恰当表述以消

除人们的恐惧心理，面对社会心

理服务中的挑战，需要融合技

术、专业和服务资源。他同时呼

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建立一个

具有支持性和包容性的心理健

康环境。 渊李庆冤

姻 杨维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