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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家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解放路 14号的王大

姨，为厚安社区竖起了大拇指，表扬社区“把楼外破

损的落水管修好了，家里再也不漏水了，解决了他们多年以来

的烦心事，为你们点赞”。王大姨的称赞是对厚安社区工作最

真挚的肯定，也让厚安社区慈善基金的乐居厚安———公共设

施维修项目在社区里落地开花。

烟台市芝罘区东山街道办事

处厚安社区作为典型的老旧小

区，面临着无物业管理和公共维

修基金短缺的双重挑战，但社区

并没有因此退缩，而是积极寻找

解决之道。2024年 4月，厚安社区
通过与企业、社会组织等建立合

作关系，在街道率先成立社区慈

善基金。这一举措不仅为社区提

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更激发了

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归属感。

通过慈善基金的支持，社区能够

更加精准地识别并解决居民最关

心、最迫切的急难愁盼问题，如楼

栋漏雨、落水管损坏、楼道灯不

亮、台阶和路面破损等，这些看似

微小的细节，却直接关系到居民

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这是烟台市推进社区基金、

发展社区慈善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作为全国文明城市和山东半

岛中心城市的烟台，积极推进慈

善从“小众化”向“大众化”转变，

以“全民慈善·共享善治”为理

念，以社区为主阵地，积极强化

慈善氛围营造，努力让慈善走进

群众生活。

深耕社区慈善
让慈善更有野烟火气冶

社区是群众寻求帮助、开展

慈善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

场域和根基所在，国家治理的根

基也在社区，社区和谐稳定有利

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烟台市

将慈善服务的触角向基层延伸，

支持社区创建慈善基金，探索符

合新时代要求的社区慈善发展

路径，打造以社区慈善基金为主

轴，以公益慈善项目为载体，集

聚带动社区、社区慈善组织、爱

心商户、居民等多方发力的社区

慈善生态。

培育服务主体，壮大社区慈

善“主力军”。烟台出台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提供场地支持、培育孵化、人员

培训等服务，已培育社区社会组

织 1.6万个。各级通过多形式的
公益创投活动，引导其在融入社

区慈善上超前服务、主动作为。

目前，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党组

织“社社联合”，已开展社区慈善

活动 2600余场次，涌现出“六”网
守护、“共筑同心”“莲心陪诊”

“合家懿站”等社区慈善品牌。

设立社区基金，为社区和谐

发展提供“源动力”。丰富的慈善

资源是社区和谐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保障。为鼓励社区、镇街开

展社区慈善项目，设立社区慈善

基金，烟台市先后出台《社区基

金建设发展指导意见》《社区基

金建设指引》《助力社区基金建

设实施方案》，对基金发起设立、

使用管理、运营监管等进行指

导，12个区市也先后出台社区基

金建设实施方案，各级慈善总会

按照基金规模给予一定资金的

支持。社区基金从 2022年的 15
支发展到现在的 330多支，募集
资金从 120 多万元扩充到现在
的 1200万元，开展“老街坊”“守
护天使”“小塔阅读”“幸福责任

田”等纾困扶弱、便民利民项目

140 多个、受益群众 18 万多人
次，让居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成

效，社区群众也由旁观者向主人

翁转变。

创建慈善社区，打造社区慈

善事业“样板区”。按照试点先

行、梯次渐进原则，在中心城区

筛选部分社区、街道作为慈善社

区、慈善镇街进行试点，通过孵

化社区慈善组织、设立社区慈善

基金、建立社区慈善超市、丰富

社区慈善文化等方式，着力构建

人人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

慈善共同体。

挖掘传统文化
让慈善更加野全域化冶

文化是重要的软实力，对凝

聚社会力量、推动公众参与和资

源募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烟

台公益慈善文化资源丰富，自

1861年开埠以来，各类慈善发展
兴盛，在民国时期就有“胶东慈

业，远胜他处”的说法。烟台市充

分发挥传统文化较强感召力和

渗透力的作用，通过将慈善文化

元素与城市环境、社区建设相融

合，努力让慈善可感、可知，不断

提升公众的精神文化内涵，让群

众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慈善氛围。

打造慈善空间让文化“火起

来”。鼓励将公益慈善元素融入

广场、公园、景点、街区、商超等

场域，创设灵活多样的、具有慈

善文化弘扬、项目推广、服务开

展等功能的慈善地标（空间），让

慈善文化以特色化、多样化的形

式在城乡空间、角落里绵延。目

前，已设立市文化中心广场、芝

罘区塔山小院、招远市慈善公园

等 20多处慈善空间，开展慈善
文化宣传和服务 180多场次。

开展全域慈善宣传让氛围

“浓起来”。加强慈善文化建设，

畅通参与渠道，激励公众积极投

身慈善事业，形成“人人知善、人

人向善、人人乐善”的良好氛围。

联合多部门开展慈善文化进机

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

乡村、进家庭“六进”活动，已开

展学法宣法、公益慈善活动 300
多场次，捐赠图书 2万册。此外，
不断扩大公益慈善的表达方式，

利用慈善融合性、灵活性强的特

点，探索“慈善+N”模式，拓展打
造“慈善+体育”“慈善+文娱”“慈
善+医疗”等模式，推动慈善与科
教文卫、工青妇等其他社会领域

深度融合。今年来先后参与市区

两级马拉松比赛、健步走活动等

体育赛事，推出“温情保障·险时

有助”“慈暖夕阳·医路同行”等

项目，推动慈善逐步走入大众。

创新慈善宣传载体让文化

“活起来”。挖掘“盛宣怀”“广仁

堂”“向善街”等烟台慈善文化符

号，规划建设集展示、传播、捐

赠、体验及服务于一体的“慈善

文化馆”，建成后将成为慈善文

化的展示窗口、教育课堂和交流

平台。通过创作《与善同行爱飞

扬》《慈善义工圆舞曲》等慈善歌

曲，拍摄公益微电影、公益宣传

片，举办慈善晚会、慈善义演等

方式进行广泛宣传。征集并发布

烟台慈善品牌 LOGO、慈善宣传
标语、慈善故事，启动慈善 City
Walk路线，设立并发布首届“烟
台慈善榜”褒扬爱心企业、个人

和优秀慈善项目，不断提升慈善

影响力和感召力。

健全机制保障
为慈善筑牢野压舱石冶

明确目标扬帆起航。2022年
起，烟台市在全省率先提出“建

设公益慈善城市”并连续三年纳

入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 8月市
政府办公室出台《关于推动新时

代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提出打造“品重烟

台·慈善之城”，配套制发加快慈

善文化建设营造慈善氛围、开展

慈善文化“六进”活动、慈善项目

提质行动等文件，系统化推动公

益慈善城市建设。

协同发力共同护航。建立

“党委领导、政府推动、民政牵

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慈善工

作机制，明确民政、组织、宣传、

社工、工会、发改、教育、公安等

29个部门单位职责任务，形成各
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推进的

工作格局

依托智库助力远航。加强与

驻烟高校合作，先后与鲁东大

学、山东工商学院签订合作协

议、建立慈善培训基地，开展政

策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

流等合作。已联合驻烟高校在社

区设立“社区学院”“社区大学”

“校社共同体”等进行结对共建、

双向赋能，开展“赋能工作坊”

“熟人社区”“社区共治合伙人”

等项目为社区赋能。去年以来，

依托驻烟高校已培训慈善工作

人员 4600人次，赋能社区社会
组织、志愿服务队伍、社区居民

等 3.2万人次，有效助力公益慈
善事业发展。

渊作者为山东省烟台市民政
局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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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烟台院
野烟火冶里的慈善 让慈善走进百姓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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