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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相继出台了《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动员
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方

案》，并在近日组织召开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从以上政策措施来看，国家对
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 而且这样的重视程度是自改革开放以来
非常少见的。从此次工作推进会的官方新闻来看，这一会议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 不难理解，在中央领导人的高位谋划下，社
会组织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主体之一。这是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社会组织经历
了自主参与、鼓励参与、支持参与、引导参与等不同阶段后迎来的重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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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益慈善组织如何对接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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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40 多年的时间跨度来
看，参与乡村发展的社会组织主
要包括基层草根组织、境外非政
府组织、发达地区和一线城市的
社会服务性组织、基金会以及全
国性社会组织。 作为社会组织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接近一线
的基层公益慈善组织，能否把握
住这一机遇并抢得“先机”，最终
成为公益行业参与乡村振兴的
主力军呢？

前提：突破“生存困局”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 2020 年
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
县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
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分
别为 25.1 万个、672 个、43 万个，
分别占全国各级登记的社会团
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
比例为 66.9%、8%、84.1%。这个规
模和比例并不能完全反映基层
公益慈善组织的真实情况，但尽
管如此，基层公益慈善组织依然
会是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

从基层公益慈善组织的来
源来看，有些是国际发展合作项
目的项目办公室机构化出来的，
有些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基于关
注议题资助出来的，有些是国内
基金会或者企业基于全国性的
项目演化来的，有些是由当地的
志愿者群体或者组织转型而来

的，还有些是当地人士基于公益
的目标或者商业的目标（民办医
院或民办学校）主动注册的。

必须正视的现状是，基层公
益慈善组织来源复杂，彼此之间
存在着较大的隔离，相互之间缺
乏交流与合作；绝大多数基层公
益慈善组织规模都非常小，团队
规模普遍在 5 人以下。在资源募
集方面，基层公益慈善组织很大
程度上依赖外部公益资源或者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收入；但由
于国内公益慈善领域资助性项
目的规模增长日益趋缓， 加上
基层政府财政资源有限而无法
形成购买服务资金的持续增长
与规模化， 导致基层公益慈善
组织面临的资金压力非常大，
进一步限制了组织规模和项目
规模。 因此，基层公益慈善组织
要想在乡村振兴的大势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就必须突破当下的
“生存困局”。

身处乡村振兴第一线的基
层公益慈善组织，自然也得到了
发达地区一线城市公益慈善组
织的关注和支持，毕竟基层公益
慈善组织能够对乡村问题进行
快速回应。 在这样的逻辑下，东
部发达地区或者一线城市的公
益慈善组织通常乐于和中西部
地区的基层公益慈善组织结成
伙伴关系。 如深圳壹基金公益基
金会长期通过联合救援与救灾

网络的形式，推动了中西部公益
慈善组织基于救灾议题的组织
发展。 中国扶贫基金会从 2020
年起就通过“活水计划”赋能西
部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

类似于深圳壹基金公益基
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这样的
公益慈善组织，都在借助中西部
基层公益慈善组织来落实东部
发达地区公益捐赠群体的诉求，
即帮助西部乡村地区的弱势群
体。 从各自的角色和分工来看，
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公益慈善组
织处于公益生态的下游位置，承
担着“消化”上游公益资源的功
能，而非以自身的力量持续“生
产”公益资源。 这样的分工，必然
会导致基层公益慈善组织发展
的“畸形”。

未来：培育乡村公益生态

基层公益慈善组织由于面
临上述“生存困局”，要想抓住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发展机
遇， 恐怕是有其心而无其力的。
因此，各级政府积极关注并给予
政策保障，鼓励和支持基层公益
慈善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已成为
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的政
治待遇是过去无法想象的。 笔者
从 2020 年基于中国农业大学-
昆明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实验
区，在昆明市相关政府部门的支

持下，发起成立了社会组织参与
昆明乡村振兴联盟。 参与这一联
盟的大多都是在昆明各个城区
注册的公益慈善组织。 他们对参
与乡村振兴实验区工作非常感
兴趣，但最终除了得到联盟内资
助机构支持的组织外，很少有其
他成员组织参与。

一方面是缺乏资金支持，另
一方面是自身能力不足，难以有
效对接引入的公益慈善资源。所
以，如果不能解决公益慈善组织
综合能力不足的问题，并联动各
方共建有活力的乡村公益生
态，即便国家政策再好，公益慈
善组织也只能望洋兴叹。 笔者
在去年出版的《公益乡村：公益
力量对接乡村振兴》一书，正是
试图找到对接公益慈善资源的
有效路径。

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基层公益慈善组织如何摆脱发
展瓶颈，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独特
作用？ 就在上个月，中办、国办印
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域为重要载
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 其中
蕴含的一个机遇是，具备工业化
和城市化经历，在城市中或多或
少接触或参与过公益活动的农
民工群体，有可能为乡村公益发
展带来新的活力，成为公益慈善
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一大助力。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基
层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方向和

潜力。 国家相关部委、基层政府
和公益行业可以考虑从宏观政
策、基层政府以及行业建设的角
度，基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群体
从一线城市回归乡村的新趋势，
真正培育多样化、有活力的乡村
公益生态，形成公益资源生产与
消化的良性循环系统。

基层政府应该积极落实国
家部署，支持以服务乡村振兴为
宗旨的社会组织登记，在基层形
成更为活跃的社会组织群体，并
服务于乡村振兴这一大目标。 来
自外部的公益资源支持，则可发
挥杠杆的作用，着力于撬动公益
慈善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而非
像过去或当下一般单方面为乡
村振兴输入公益资源。

总之，只有在充满活力的乡
村公益生态中，公益慈善组织才
能发展壮大， 真正形成扎根基
层、 服务基层的良性发展机制，
有力回应国家的期待和乡村的
需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
相信，当乡村公益生态能够形成
良性循环，基层公益慈善组织实
现转型升级，自身的综合能力不
断提升，就能够引入更多外部及
本地资源，成为政府主导下社会
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一支生力
军， 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
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公益生态
贡献更强大的力量。

（据善城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