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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江宁区第十一届公益创投
项目申报书

分包号：45

项目名称：聚善湖熟 创享益+——湖熟街道社区慈善基金支持项目

申报单位：南京星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填表日期：2025 年 5 月 30 日

南京市江宁区民政局（监制）

附件：



申报单位详细信息

项

目

申

报

单

位

单位名称：南京星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通讯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禄乐家园

户名：南京星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开户账号：515775858701

开户行：中国银行南京江宁支行

登记机关：江宁区民政局

登记时间：2021 年 2 月 25 日

登记证号：52320115MJ57587337

业务范围：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方法和技能，开展困难救助、

矛盾调处、权益维护、人文关怀、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关系调适、

资源链接等服务。

机构愿景与使命：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构建社区新邻里关系。

党组织建设情况：无

社会组织评估

等级
□5A □4A ☑3A □2A □1A

单位负责人

信息

姓名 职务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闫安 理事长
308340281@qq.c

om
18119741932

执行

过的

同类

项目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项目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总额

（万元）

江宁街道叶村

社区综合治理

支持性项目

2022.5——

2023.5

江宁街道叶村

社区
26.884

湖熟街道金桥

服务项目

2022.11——

2023.11

湖熟街道金桥

社区
17.49



芦韵棠风 荟邻

聚里专业支持

性项目

2023.3——

2024.3

长芦街道第三

届公益创投
10

好“宁”居

巷未来
2024.6—2025.6

长芦街道第四

届公益创投
10

湖熟街道社会

工作服务站运

营项目

2024.6——

2025.6

湖熟街道第五

届公益创投
25

慈社联动 善行

湖熟——社区

慈善基金助力

项目

2024.8——

2025.2

江宁区第十届

公益创投
6.95

项目详细信息

分包号 45

项目名称 聚善湖熟 创享益+——湖熟街道社区慈善基金支持项目

招标需求

总目标：打造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湖熟社区慈善品牌，通过创新慈善模

式，推动社区慈善基金品牌化建设，营造社区慈善氛围，助推社区慈

善资金和社区人才在社区治理中的共融共创。

具体内容：

1.摸排辖区社区情况，协助湖熟街道新设立 2-3 社区慈善基金试点；

2.挖掘和培育社区志愿者，建立 2支社区慈善志愿队伍；

3.开展志愿者培育和赋能活动 2次；

4.营造社区慈善氛围，凝聚慈善力量，开展社区慈善主题活动不少于

3次；

5.形成一个湖熟社区慈善基金品牌，并制作湖熟街道社区慈善基金宣

传册一份；

6.协助街道做好公益慈善的相关宣传工作，项目周期内，省市级媒体

宣传不少于 2次，制作相关宣传视频 1条。



需求分析

说明项目针对的问题、现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以及问题存在的广泛

性和需求的迫切性等。

一、政策指引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示指出,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推动设立社

区慈善基金，搭建基层慈善平台，更好地提升社会治理与服务群众的

能力水平;深入发掘社区慈善资源，统筹汇聚社会力量，丰富社区慈善

服务，充分调动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积极营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氛围。

为加快推进社区慈善基金建设，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江宁区通过

每年试点 10 到 20 个社区(村)慈善基金，以点带面，分步骤在全区社

区(村)设立慈善基金，至 2025 年底，设立不少于 40 家社区慈善基金，

力争 2030 年底前实现有需要的社区慈善基金全覆盖。

二、区域现状

江宁区湖熟街道作为湖熟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文化悠久。总面积

约 145 平方公里，总人口达 8.02 万人，辖 10 个社区、12 个村，街道

地域面积大且涉农社区众多，近年来湖熟街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积极

引进和发展社会组织，不断深化“五社联动”，湖熟街道拟通过社区慈

善基金的设立来挖掘和调动辖区的乡贤文化、慈善文化，立足民生需

求，研发公益慈善项目，促进社区内生活力的激活。经过 2024 年度的

实践努力，湖熟街道已经设立了 6个社区慈善基金试点，并打造了新

农社区慈善基金、尚桥社区慈善基金等江宁特色得社区慈善基金。但

存在四大痛点：涉农社区慈善资源动员不足；社区志愿者常态化参与

机制尚未建立；慈善项目与社区治理融合度待提升；社区慈善基金品

牌建设较弱，现有基金项目同质化较高。



受益群体描

述

固定服务对象类型

1.湖熟街道民生保障办（民政）相关工作人员；

2.已经设立和打算设立的社区慈善基金试点社

区的工作人员；

3.社区居民积极份子、志愿者等。

固定服务对象人数 15 人

运用的社会

工作方法和

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认为，协同是系统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配

合，在时间空间和功能上形成一定的自组织结构，从无序走向有序的

过程。协同治理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由利益相关者参与并共同承担责

任的实践。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价值目标、制度设计、行为

选择以及条件环境，其中价值目标促进协同意愿和动力的生成，机制

设计保障协同渠道和动力的持续供给，行为选择是协同体系和能力的

转化途径，条件环境支撑和催化协同活动的产生。

在“协同治理”理论框架指导下，本项目结合当前国家政策指引，

以“五社联动”作为工作机制，以扶贫济困、社区发展为价值导向，

通过搭建社区慈善基金运营机制、多元筹款渠道及参与平台，促进包

括“五社”在内的主体产生协同意愿与参与动力，持续性地参与到社

区慈善的倡导与服务之中，营造良性循环的湖熟街道社区慈善文化生

态。

项目具体实施计划

项目板块 具体服务内容 服务时间 服务频次

基金试点

筹建

1.社区摸排与需求

调研走访万安、河南、耀华等设

立社区慈善基金积极性较高的社

区，针对产业情况、乡土文化、村

民需求、乡村资源等，进行基础摸

排。从中筛选 2-3 个试点社区。

2.基金设立与规范化运营

协助试点社区完成账户设立及管

2个月 3次



理规则制定，包括基金管理办法、

常态工作和监督管理体系等方面的

机制，实现社区慈善基金有序运作、

健康规范发展的目标。

慈善力量

培育

1. 志愿者招募与队伍组建

通过社区宣传、线上招募，建立 2

只慈善志愿队伍；

2. 志愿者赋能培训

开展 2 次主题培训，比如慈善项

目设计、资源动员技巧等。

2个月

4次

（招募 1次、

培训 2 次、督

导 1 次）

慈善生态

营造

1.主题慈善活动

围绕展示、筹款、帮扶、志愿服

务等内容，借助多形式的主题服务

活动，打造社区慈善文化场景，如

“善行湖熟”公益市集、“慈善故事

会”等，向社区居民宣传倡导慈善

理念，营造社区慈善氛围，凝聚慈

善力量。

2.媒体宣传

链接省市级媒体资源，进行慈

善服务活动咨询宣传，吸引更多社

会资源投入到公益慈善服务当中，

以进一步激发社区慈善活力。

3个月

5次

（3 次主题活

动+2 次媒体报

道）

品牌体系

构建

1.品牌提炼

打造一个湖熟社区慈善基金品

牌，并设计慈善基金品牌手册，含

基金运作指南、优秀案例、捐赠通

道二维码等。

2.视频传播

拍摄 1 条湖熟社区慈善基金宣传

3个月 2次



视频，记录湖熟社区慈善基金的历

程与成效。

总服务场次 14次

项目特色

创新性、示范性、可推广性。

1.创新性

项目在详尽调研街道多个社区的民生情况、社区需求和社区资源基

础上，根据需求和资源的评估来做社区慈善基金整体工作规划，分析

湖熟街道的民生服务短板，把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社会志愿者、

社会慈善资源等联动起来，开展慈善文化宣传，传播现代慈善理念，

推动现代慈善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及乡村振兴。

2.示范性

本项目以湖熟街道本土独特优势为背景，通过在全方位考察的基础

上结合乡村振兴发展主题构建社区慈善基金深化“五社联动”服务体

系的设计与构建具有一定示范性。

3.可推广性

本项目因地制宜、依托于湖熟街道本土特色展开分析，同时以项目

为载体以若干个社区进行社区慈善基金设立，以调研、讨论、决策、

反思、评估的运作模式开展，具有一定的可推广性。

风险预计与

防控方案

分析项目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及如何应对。

【风险一】项目涉及的相关方较多，项目推进中的各利益相关方协

调问题

【防控方案】项目落地后，项目执行团队提前做好项目所涉及的利

益相关方的了解，如驻区单位、爱心企业、居民代表信息，具体措施

有：一是借助项目推介会，先与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建立项目合作关

系；二是社区走访，请社区工作人员推介居民积极份子，初步与社区

自组织等关键人物建立信任关系；三是借助社区活动，向参与活动的

居民介绍项目团队及项目。



【风险二】项目周期较短，任务重

【应对方案】一是项目设立详细的甘特图计划，并建立“双周进度

汇报”制度，每双周项目负责人召开项目例会，会上需要清晰明确的

汇报项目执行进度；二是设置 3个质量控制节点，在中期评估结项评

估的基础上增设一个节点，就项目进度、项目目标、项目资金等进行

关键质点把控，保证项目交付质量。

【风险三】慈善模式创新，社区慈善品牌打造，专业度要求较高

【应对方案】链接高职称专家和中级社会工作师协助开展相关专业

服务。同时，根据项目实施情况，每月向监管方和采购方及时汇报情

况，听取指导意见，及时调整服务方案。

资金预算编制

资

金

来

源

资金种类 金额（万元）

财政补助资金预算 7

社会配套资金

预算（提供证明

材料）

自有资金 /

已接受社会捐赠资金 /

预期能接受社会捐赠资金 /

总计 7

财政补助资金预算支出明细

（请严格按照项目资金使用要求编制预算）

服务项目 序号 预算内容
预算金额（元）

数量 单价 小计

基金试点

筹建

1 项目社工补贴（高级） 9天 400 3600

2 项目社工补贴 9天 300 2700

3 专家费
2人

次
800 1600



慈善力量

培育

1 项目社工补贴（高级） 8天 400 3200

2 项目社工补贴 8天 300 2400

3 志愿者补贴
10 人

次
100 1000

4 专家费 2次 1600 1600

5 物料费（含横幅、异形牌等物料） 3次 600 1800

慈善生态

营造

1 项目社工补贴（高级） 12 天 400 4800

2 项目社工补贴 15 天 300 4500

3 志愿者补贴
20 人

次
100 2000

4 专家费
3人

次
800 2400

5 物料费 3次 2300 6900

6 媒体报道指导费 2次 800 1600

品牌体系

构建

1 项目社工补贴（高级） 8天 400 3200

2 项目社工补贴 12 天 300 3600

3 专家费（品牌梳理） / / 2500

4 宣传册设计与制作 / / 2000

5 宣传视频拍摄与剪辑 1 8000 8000

间接支出

1 交通费 6个月 200 1200

2 办公费（含邮寄费） 6个月 150 900

3
其他（招投标代理费费、项目总结

与汇报材料制作费）
/ / 1500

管理费 1 管理费 10% / / 7000



财政补助资金预算支出合计 70000

社会配套资金预算支出明细

预算

科目
序号 预算内容

预算金额（元）

数量 单价 小计

####

1 / / / /

2 / / / /

…… / / / /

社会配套资金预算支出合计 /

项目执行团队介绍

姓名 学历及专业
社会工作

职业资格

在项目中的

角色分工
联系电话

闫婷婷
本科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师 项目负责人 15895979658

王琼
硕士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师 项目督导 15751861812

韩丽萍
本科 文物与

博物馆学
社会工作师 项目督导 13815425391

文雪珍
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
助理社会工作师 项目专家 18724015668

王继超
本科

社会工作
助理社会工作师 项目宣传 18856135516

杨丽霞
本科

旅游管理
助理社会工作师 项目社工 13851587755

夏润东
本科

学前教育
/ 项目社工 18252014683

陈 晖 本科 财会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财务管理 13951983152

项目负责人

姓名 闫婷婷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93.01 联系方式 15895979658

邮箱
2641506069@qq.

com
学历及专业 本科 社会工作

mailto:2641506069@qq.com
mailto:2641506069@qq.com


社会工作

职业资格
高级社会工作师 从业年限 8年

执行项目经验

介绍及其他需

求介绍的内容

中共党员 高级社会工作师 公益培训师 财商引导师，

淮北师范大学社会工作学士，深耕南京社会工作服务领域 8年，

核心专长：

1.全域项目经验：完整参与市、区、街、社四级社会服务项目全

流程管理；

2.组织培育成果：成功孵化 40+居民自组织，督导 60+社区及专

业社会组织；

3.资源整合力：高效联动政府、社区、高校、媒体等多方主体，

建立可持续协作生态

实践沉淀：

1.精准把握利益相关方需求，擅长项目利益相关方沟通与专业关

系维护与项目韧性建设；

2.精通社区治理场景下的资源调度与效能优化；

3.持续输出标准化项目执行体系，保障项目交付质量。

申报单位意见

我单位保证项目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已制定项目实施计划、方案，确

保项目如期完成；确认申报书中所列配套资金数额真实有效，来源合法可靠，保证

配套资金及时到位；将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接受项目监管、审计、督导和评估，

并承担相应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2025 年 5 月 30 日



注：公益创投实施过程中应严格遵循以下制度：

1.《江宁区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管理办法》

2.《南京市江宁区公益创投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3.《南京市江宁区公益创投项目绩效评估细则（试行）》

4.《南京市江宁区公益创投项目监管细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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