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沐浴阳光雨露，根植爱的沃
土， 天津公益行 2015 年应运而
生、连年举办，迄今三届，取得显
著效果，引领了天津公益慈善的
发展方向，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
社会影响力，已成为展示天津人
民良好道德风尚的公益窗口与
知名品牌。

天津具有乐善好施传统。 十
八大以来，天津公益事业蓬勃发
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社会组
织用于支持本市和全国各地扶
贫济困的公益支出 29.3 亿元，其
中资金支出 15.1 亿元，物资捐赠
折款 14.2 亿。2017 年第三届天津
公益行经过 12 次调研， 确定了

“爱暖你我，善行天下”的年度主
题；结合年度特色，历时 5 个月
开展了四大类系列活动，取得了
明显成效。 19 场展演 168 个节目
吸引了现场观众近 8000 名，表达

了天津人民热心公益、 改善民
生， 迎庆 19 大的喜悦心情。 在

“协同帮扶·助力雄安”精准扶贫
活动中，市民政局、市社管局动
员全市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扶贫
攻坚， 本市 21 个社会组织 42 个
项目以及首批捐赠款物 640 万
在雄安新区当场签约落地。 随后
一大批社会组织积极投身精准
扶贫。 在“迎全运，健步走，公益
行”志愿服务活动中，以举办全
运会为契机， 举办健步走活动，
弘扬志愿精神和大健康理念，一
批医疗、体育类社会组织深入基
层，4 万名体育志愿者活跃在社
区普及科学生活理念和科学健
身方式。 市健康管理协会等部分
医疗类社会组织与养老机构签
订了医养结合协议并付诸实践。
这次活动引起 30 多家全国、本
市权威媒体和自媒体发表报道

近 200 篇，直播视频、官方网站、
微博、微信点击 86 万人次，营造
出浓厚的公益氛围。 举办京津冀
志愿服务、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
人才建设高峰论坛，三地专家学
者和一线精英在交流中形成共
识。 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推选
天津首届十大公益之星。 落实天
津市十一次党代会“用身边好人
的嘉言懿行教育人、 感染人、激
励人”的要求，全市各区、各系
统、 各单位和社会各界的推荐，
在精准扶贫、家庭公益、社区公
益、校园公益、健康公益、生态公
益、文化传媒公益、科技公益、企
业公益、 法治公益等十大领域，
共征集公益好故事和先进典型
698 个。由《公益时报》牵头，天津
日报、今晚报、天津人民广播电
视台、腾讯大燕网等权威媒体推
选和网民投票产生了天津市首

届“十大公益之星”
（详见本期 5~6 版事
迹简介），10 名提名
团队及人选。这 10 个
提名团队和人选是：
马帅帅、吴佩玲、郑得
芬、林则银、苗春、商
海涛、天津电视台·真
情栏目、 天津交通广
播·1068 帮 帮 团 栏
目、 市金桥焊材集团
有限公司、魏强。

三年来， 天津公
益行不断丰富组织形
式，拓展公益视野，积
极应用信息网络技术
和载体， 发挥了积极
作用， 主要体现在四

个方面：
广泛传播了现代公益理念 。

天天公益、处处公益、人人公益，
是天津公益行始终秉持并传播
的理念。 2016 年《慈善法》颁布施
行后，这种现代公益理念的宣传
具备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三年
来，这一理念深入人心，使这个
曾经产生过感动中国人物———
白方礼的大都市更具温度，助人
为乐、团结友爱、无私奉献的友
善精神更加浓厚。

搭建了交流互动平台。天津
公益行被天津公益人看作是自
己的节日，跨界合作的平台。 它
建立了公益需求发布、 公益路
演、项目推介衔接等机制，促进
了公益资源向基层和草根社会
组织延伸，许多公益慈善组织和
公益人士藉此建立了密切的协
作关系；促成了一批行业协会和
社会力量支持公益项目的对接
实施。 在天津公益行的带动下，
经过三年努力，市、区、街镇三级
公益创投活动普遍开展，共实施
公益项目 746 个，投入项目资金
2856 多万元，涉及扶老、助残、
关爱特殊群体、心理援助、社区
减灾救灾等公益领域。

拓展了公益慈善领域。 经过
近几年的公益创新实践，天津的
公益慈善已由传统的生活帮扶、
教育救助，向灾害救援、心理援
助、创业就业、关爱农村留守儿
童、 妇女和老年人等领域拓展，
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有益补充。
扶贫济困、扶老助残、灾害救援、
科教文卫、环境保护等领域活跃
着一大批志愿者和慈善人士，呈

现公益慈善活动向新兴城镇延
伸的可喜趋势。 天津人公益组织
的足迹已遍及全国 26 个省区市
和尼泊尔地震灾区等国际救灾
救助领域。

培育了一批公益人才。 市政
府自 2013 年设立社区公益事业
专项补助经费累计注入资金 2
亿多元，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
组织， 支持公益人才成长。 从
2015 年开始， 天津坚持项目库、
人才库、专家库三库同建，连续
举办三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
动， 建立了项目征集、 评审、监
管、审计、评价等制度规范，出台
了天津地方标准《天津市社会组
织公益创投规程》（2016），聘请京
津两地高校学者，引进专业社工
机构， 参与公益项目的评审、督
导。 市、 区两级聘请专家 50 多
人。 目前，全市已建立起一批市
级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和街镇社
区社会组织孵化示范点，开展形
式多样的人员培训、 项目对接、
政策咨询服务；使用中央和地方
财政资金开展各类专题培训班，
组织高校专家学者和资深社会
组织负责人设置专业课程，使一
批公益慈善组织和热心公益的
各界志愿人士得到了历练，提升
了项目开发、 设计和实施能力，
一些公益慈善组织加强项目合
作，借助民政部批准的公开募捐
平台，开展了网上募捐，扩大了
公益慈善项目的知名度，树立了
现代公益理念，营造了良好的公
益事业环境。 据不完全统计，全
市公益慈善组织专职工作人员
超过 2000 人。 （李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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