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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提出 ， 要将社
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并打造
共 建 共 治 共 享 的 社 会 治 理 格
局 。 那么 ，如何激发基层活力 ？
如 何 聚 合 不 同 利 益 主 体 的 力
量 ？ 这两个问题就成为了破题
的重点和难点 。 从具体实践来
看 ， 北京市朝阳区和东城区的
部分街道及大连市兴华街道以
项 目 化 运 作 和 管 理 为 主 要 手
段 、 整合社区内外部资源并推
动 多 元 主 体 参 与 和 协 作 的 做
法 ，值得借鉴 。

本文主要从社区治理项目
化实践的根本原则和核心理念
出发 ， 就相关实践经验加以介
绍和梳理 。

其一，立足于社区居民真实
问题的需求导向原则及其实践。

社区成员长期生活或工作于社
区 ， 对于社区居民真正需要什
么， 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群体，
因此近些年，社区服务的设计越
来越体现了“问需于民”的理念，
而社区服务项目化运作方式则
突破了传统社区服务以基层政
府或某一方面为主体的单向服
务供给，创新的尝试了让居民自
己发现社区需求、自己迸发解决
需求的灵感，自主进行灵感变成
现实举措的行动。以街道级枢纽
平台为载体运行社区服务项目，
不仅为他们的这些行动提供资
金、 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而
且使得社区居民从被动的接受
者、参加者转化为的主动的助人
者和参与者。

其二 ， 嵌入到项目化实施

各层面的多元协作理念及其内
化 。 社区服务项目化运作的全
过程应充分秉承和显现多元参
与 ， 从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街
道 和 大 连 兴 华 街 道 的 实 践 来
看 ， 参与主体都涵盖了基层政
府 、专业社会组织 、街道枢纽型
社会组织 、服务性社会组织 、驻
区单位 、 社区社会组织以及高
校志愿者等 。 更值得思考的是 ，
我们应在实践中 ， 将这些主体
从 “参与 ”迈向 “协作 ”，相比较
传统意义上的多元参与 ， 多元
协作更加强调如此丰富主体之
间协作的有序性 、有效性 。 这种
有序性 、 有效性来自于多元主
体拥有较好的共识 。 同时 ，各主
体间分工明确 ，边界清晰 ，且分
工充分体现了组织优势 。 支持
型社会组织负责社区服务项目
化 运 作 的 整 体 策 划 和 专 业 支
持 ， 街道提供资金支持和必要
的行政协调 ， 街道级枢纽型组
织做好统筹协调 ， 外部服务性
社会组织作为助力者 ， 以服务
促参与 ，培养在地化的团队 ，而
社区社会组织和驻区单位等在
地力量是重要的行动主角 ，正
是因为各方的有机协作 ， 使得
社区服务项目化运作得以顺利
实施并取得预期成效 。

其三 ， 贯穿于项目化实施
各 阶 段 的 参 与 式 协 商 及 其 落
地 。 居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主
要理念 ， 其既体现在衡量哪些
项目可以获得资金支持的标准
设置上 ， 亦体现在获得资金支
持 的 各 项 目 实 施 的 全 过 程 之
中 ， 例如在具体项目需求调研
阶段 ， 很多项目邀请了潜在服
务对象一起参与了项目的设计
讨论和优化提升 ； 在项目实施
阶段 ， 针对某一具体活动内容
和形式的改进 ， 大部分项目也
开 放 的 邀 请 服 务 对 象 共 同 商
讨 ， 让参与式协商的理念体现
在了项目细节之中 。 与此同时 ，
参与式协商的组织形式也从传
统的线下协商会议延续到线上
即时性讨论 。 各社区服务项目
在借助互联网社交平台上也具
有较高的意识 ，这也是互联网+
公益的一种体现 。

其四 ， 落脚于社区内生力
量培育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实
践 。 为了确保各项目成效尽可
能地可持续或延续发力 ， 社区
服务项目较为重视基于项目团
队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 ， 并大
都取得了可喜成效 。 这些组织
的产生或进一步发展主要来自
两方面 ： 一是原有文化娱乐类

组织 “裂变 ”而成 ，从自娱自乐
的文体团队转型为兼具公益性
的志愿组织 ； 二是在街道枢纽
型组织的引导下 ， 借助社区服
务项目大赛的平台 ，由有热情 、
有能力的热心居民带头人发起
成立新的社区社会组织 。 这些
基于小微项目而发展出来的 ，
具有活力 、 居民基础和一定组
织化管理理念和能力的社区社
会组织 ， 将会成为社区治理的
重要内生力量和持续发展的重
要保障 。

在推动项目化方式助力社
区治理创新的实践中 ， 以社区
居民和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为
基本导向是核心基础和根本原
则 ，缺失了这一原则 ，社区治理
创新将失去最基本的意义 。 同
时 ， 当前社区治理和服务正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挑战 ，
需要更好地整合多方力量并形
成 合 力 才 能 有 效 解 决 更 多 难
题 ， 也就是说多元共治已逐步
成 为 社 区 发 展 的 一 个 基 本 理
念 。 现代社区治理需要不同利
益相关方的参与 、贡献 、支持和
协作 ，各显其能 、各获所需 。

（本文为大连市兴华街道
“益互联枢纽平台发展规划项
目 ”的部分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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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公益界的公众筹款项
目 ， 这几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创
新 ， 各个公募平台的展现形式
大同小异 ， 好一点的就是在文
案和照片上下下功夫 。

直到最近中国文物保护基
金会 、 中国敦煌石窟研究保护
基金会 、 腾讯公益和新华公益
联合发起的 “数字供养人 ”项
目 ， 突然让我有眼前一亮的感
觉———公益界终于做出来点有
文化气息 、 古今结合的 H5 了 。
因为种种原因 ， 公益界传播费
用普遍压缩 ， 所以公益界很少
出现触动人心的公益广告 、传
播方案 。 这次 “数字供养人 ”的
公 益 营 销 广 告 也 是 腾 讯 公 益
“创益计划 ”给予的支持 。

公益界的许多同行都和我
讨论 ，问我怎么看这个项目 ，应
该说 ， 这是一个不错的公益传
播项目 ， 但不是一个很好的公

益筹款项目 。
很多人都会认为传播和筹

款是一件事 ， 那么好的传播项
目和好的筹款项目到底是什么
关系呢 ？

首先 ，一定要清楚地知道 ，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 ，这
点对于一个机构的筹款 、 传播
的负责人更是尤为重要 。 好的
公众筹款项目有很大可能是好
的传播项目 ， 但是做的很好的
公益传播项目 ， 并不一定会是
好的筹款项目 ， 并不一定会带
动筹款额的增加 。

对于捐款人来讲 ， 从对一
个项目的知晓 、产生触动 、生成
内化动力 、愿意捐赠 、营造恰当
的捐赠环境 （包括时间 、空间 ），
直至完成最终的捐赠动作 ，这
期间需要众多精准设计 。 所以
作为机构的负责人 ， 千万要戒
贪 ， 不要总是期望推出来一个

公众筹款的项目 ， 既能达到了
刷爆微信朋友圈的效果 ， 又能
在筹款额领先 。 而是要在项目
设计的最初就想清楚自身主要
诉求是什么 。 如果希望获得更
多公众的关注和了解 ， 那就是
以传播为主的项目 ； 如果目的
单纯 ，急需善款 ，那就是以筹款
为主的公益项目 。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就不难
看出来，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
中国敦煌石窟研究保护基金会
出品的 “数字供养人 ”公益项目
是一个不错的公益传播项目：

首先 ，项目传播易懂 。 该项
目通过 H5 的传播 ，使大家都知
道敦煌数字化保护的重要性和
紧迫感 。 利用手机 H5 画面 、音
效 、动画的集合 ，也让没有去过
敦煌的人也能深入其境 ， 感受
到随着千年时光的日月轮转 ，
洞窟的画壁在沙化 、 颜色在凋
零 。 进而指出 ，如果大家以后还
想能划着手机屏幕就看到敦煌
的世界 ， 就急需推行敦煌洞窟
的数字化保护 。

其次 ， 项目包含相关性设
计 、有社交传播的元素 。 在 H5
项目介绍之后 ， 页面就进入了
“打开我的智慧锦囊 ” 页面 ，点
击锦囊就出现了一副敦煌的图
画 ，并有对该图画中人物 、事件
的介绍 ， 相当于让公众更多了
解敦煌画作之美及其深厚的文
化底蕴 。 其配上的现代人 “鸡汤
式 ”、 “小清新 ”的解读 ，形成属

于 每 一 个 人 不 同 的 “智 慧 锦
囊 ”，在敦煌之美与个人之间建
立关系 ，并生成链接 ，让公众可
以晒出各自的锦囊内容以达到
二次传播的作用 。

第三 ， 项目本身并没有对
筹款额的期待 。 “智慧锦囊 ”这
一页的右下角显示有 “0.9 元守
护敦煌 ” 的捐赠提示 。 对此设
定 ， 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表
示 ，“供养人 ” 的付出其实是非
常小的 ，一块钱以内 。 “我们希
望通过众筹的形式 、 通过数字
的形式 ，让大家都来关心 、参与
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
尤 其 是 激 发 年 轻 人 的 参 与 热
情 ，让他们能够了解文化遗产 、
能够亲近文化遗产 ， 进而激发
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畏之
心 ，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 。 这也
是此次项目最主要的目的 。 ”他
对媒体表示 。

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 ，该
项目主要目的是让更多的人来
关心 、 参与敦煌石窟的保护和
研究及培养文化自信 ， 这里并
没 有 提 及 对 筹 款 额 的 任 何 期
待 。 所以说这个项目从设计之
初就已经确定为传播为主的项
目 ， 所以在设计时选取了小额
及 非 整 数 额 度 的 特 殊 记 忆 方
式 ， 而没有选取网友捐赠额的
平均数字 20 元 。

最后 ，“数字供养人 ” 是一
个 整 体 以 传 播 为 主 的 设 计 方
案 ， 在做公益项目前端设计的

时候 ， 就进行了复合式的多层
传播设计 。 根据腾讯公益的相
关负责人介绍 ， 自腾讯与敦煌
研究院启动 “数字丝路 ”计划以
来 ， 腾讯未来将陆续开放了包
括游戏 、音乐 、动漫 、文创在内
的 一 系 列 文 化 场 景 的 相 关 支
持 ， 形成了一整套数字文保解
决方案 。 比如在游戏方面 ，王者
荣耀将上线敦煌的英雄皮肤 ，
并推出一系列敦煌文化主题活
动 ；在动漫方面 ，腾讯动漫将推
出与敦煌研究院及动漫大师蔡
志忠联合制作的敦煌主题漫画
作品 ；在音乐方面 ，QQ 音乐将
参与敦煌古曲歌单的梳理及壁
画乐器复原的传播 ， 并邀请知
名音乐创作人将时下流行音乐
元素与敦煌古曲相结合进行改
编新创 ， 并计划在年底与敦煌
研究院共同为公众带来一场敦
煌音乐盛典 。 从以上几点不难
看出来 ， 该项目在未来将是一
个呈现复合式传播的公益传播
项目 。

如此设计优秀的传播项目
为什么不是一个好的公益筹款
项目呢？ 理由很简单，这个筹款
目标 190 余万元的项目 ，在上线
15 天后仅筹款 17 万元 ，仅占整
个筹款目标金额的 8%， 没有形
成筹款额的峰值日和势能潮。

所以说，传播和筹款是两回
事，好的筹款设计项目一定有较
强的传播性，但好的传播项目不
一定会是好的筹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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