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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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项目名称："益创江宁"社区慈善基金微项目赋能计划

申报单位：南京青翼社区服务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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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青翼社区服务促进中心

通讯地址：南京市汉府街 1-4 号

户名：南京青翼社区服务促进中心

开户账号：3201040160000022314

开户行：杭州银行南京分行

登记机关：玄武区民政局

登记时间：2014 年 2 月

登记证号：52320102088209772G

业务范围：社会工作者能力建设，社工机构指导，公益活动辅导，合

区资源协调及其他社区服务相关工作。

机构愿景与使命

使命：提升社工专业能力，助力公益组织发展，整合社区资源，推动

社会治理创新。

愿景：打造专业、高效的社区支持平台，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

量。

党组织建设情况：未建立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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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兵 法人 10461566@qq.com 138140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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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街道枢纽型社

会组织培训班
2019.4-2019.10

南京市委

社会建设

委员会

5

从制度到工具——

江宁区公益创投项

目实务工作法研究

2021.12-2022.12
江宁区民

政局
11



最美家庭服务项目 2019.4-2019.12
南京市妇

女联合会
6.98

家和万事兴项目 2018.4-2019.12
南京市妇

女联合会
8

项目详细信息

分包号 64

项目名称 "益创江宁"社区慈善基金微项目赋能计划

招标需求

总目标：本项目旨在通过培育优质社区慈善基金微项目，构建“资源

整合-能力建设-创新实践”联动机制，形成可复制的社区治理创新模

式，推动社区慈善基金可持续发展，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

具体内容：

1.举办 1场江宁区社区慈善基金微项目创意大赛启动仪式；

2.建立 1个跨领域评审专家库；

3.制定 1套项目申报标准化模板及评审指标体系；

4.面向江宁区 10 个街道征集和筛选不少于 15 个微项目；

5.开展“三阶赋能计划”，共计 3场培训；

6.实施“双导师制”督导 2批次；

7.举办第二届江宁区社区慈善基金微项目创意大赛；

8.编制《社区慈善微项目操作指引》及江宁区典型案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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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在国家大力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创新发展的政策背景下，社区慈善

基金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亟需通过专业化、可持续的运作模式

激活社会参与。本项目以培育优质社区慈善微项目为核心，构建“资

源整合-能力建设-创新实践”联动机制，旨在形成可复制的社区治理

创新模式，提升江宁区社区慈善基金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核心问题

1.资源整合不足：社区慈善基金缺乏系统性资源对接平台，导致



项目同质化、资金使用效率低。

2.专业能力短板：基层社会组织项目设计、执行及管理能力较弱，

难以精准匹配社区需求。

3.可持续性欠缺：微项目多为短期化、碎片化运作，缺乏标准化

工具和长效支持机制。

三、需求分析

1.机制建设需求：需建立标准化项目申报、评审及督导体系（如

专家库、指标模板、操作指引），确保项目规范性与可复制性。

2.能力提升需求：通过“三阶赋能计划”“双导师制”针对性解

决项目设计、资源动员、成效评估等关键能力短板。

3.创新实践需求：依托微项目大赛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挖掘本土

化解决方案，形成典型案例库推广经验。

4.资源联动需求：搭建跨领域协作平台（如专家库、街道联动），

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精准对接。

四、项目必要性

1.政策响应：落实国家关于慈善资源下沉社区、创新基层治理的

部署要求。

2.问题导向：破解社区慈善基金“低效化”“短期化”困境，激

活内生治理动力。

3.模式创新：通过“大赛+赋能+标准化”组合策略，形成可持续

的社区慈善生态闭环。

受益群体描

述

固定服务对象类型 已设立和计划设立社区慈善基金的村/社区

固定服务对象人数 15 个

运用的社会

工作方法和

理论

一、社区工作方法

1.资源整合与网络构建：通过大赛和培训链接政府、企业、高校

等多元主体，构建资源支持网络。

2.社区资产为本（ABCD）：在 10 个街道征集项目时，重点发掘

社区内生资源（如社区能人、在地组织）。



二、项目管理与赋能方法

1.分层培训：针对不同阶段需求（如项目设计→执行→评估）设

计课程，运用成人学习理论。

2.双导师制：配置"专业导师+实务导师"组合，专业导师侧重逻

辑框架等专业方法，实务导师侧重社区落地经验传授。

三、赋权理论

1.采用参与式培训（如工作坊、案例研讨），而非单向授课，增

强学员的决策能力。

2.双导师制中，督导不仅提供技术指导，更注重培养受督导者的

批判性思维和资源链接能力

四、社会资本理论

1.通过微项目大赛，促进不同社区团队之间的经验交流，构建合

作关系网络；在案例汇编中，重点呈现“社区内生动力”类项目（如

居民自组织、邻里互助），强化社会资本积累的示范效应。

2.指导建立跨领域评审专家库，构建跨界支持网络；通过两届大

赛培育持续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综上所述：通过社区工作方法激活基层活力，运用项目管理方法

确保实施质量，借助赋权理论提升主体能力，依托社会资本理论构建

支持网络，最终实现"资源-能力-实践"的良性循环。在 15 个微项目

实施过程中，四种方法理论将产生协同效应，共同促进社区慈善基金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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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块 1：项

目启动与资

源整合

1.建立跨领域评审专家库。组建涵盖政府、

高校、社会组织、企业、媒体等领域的 10-15

人专家库，确保评审专业性。

2.制定标准化申报及评审体系。制定《社

区慈善微项目申报模板》，明确项目书格式、

2025年6月

-7 月
1



预算编制要求等；设计《微项目评审指标体系》，

涵盖公益性、创新性、可持续性等维度。

3.举办微项目创意大赛启动仪式。举办 1

场江宁区社区慈善基金微项目创意大赛启动仪

式，邀请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代表等

参与；解读社区慈善基金政策导向，发布大赛

章程及评审标准；发布项目征集公告，明确申

报要求、流程及支持政策。

板块 2：项

目征集与筛

选

1.创意初评阶段。各村（社区）围绕项目

征集方向提交项目创意提案，区民政局组织开

展创意初评，筛选具有可行性和创新性的项目

提案。

2.方案完善与入围确定。通过初评的村（社

区）在创意提案基础上，完善形成完整项目方

案并提交，组织专家评审，最终确定不少于 15

个入围项目进入培育计划。

2025年7月 1

板块 3：能

力建设与赋

能支持

1.“三阶赋能计划”培训。第一阶段（基

础培训）：社区慈善基金运作模式、项目设计

与管理；第二阶段（进阶培训）：资源整合、

筹款策略、社区动员技巧。第三阶段（创新培

训）：社会创新案例分享、可持续模式构建。

2.“双导师制”督导。为每个入选项目配

备“理论导师（专家）+实践导师（资深社工）”，

提供个性化指导；每批次开展 1次集中督导+1

次实地走访，确保项目落地质量。

2025年8月

-10 月
5

板块 4：成

果展示与模

式推广

1.第二届微项目创意大赛。组织决赛路演，

采用“路演展示+专家提问+综合评分”形式进

行评选。由区民政局、高校专家、行业专家、

街道代表、媒体代表、居民代表等组成评审团，

2025 年 11

月
1



最终评选出不少于10个优秀社区公益慈善微项

目。

2.编制《社区慈善微项目操作指引》及案

例集。总结项目经验，形成标准化操作手册，

供全区推广；精选 10 个典型案例，汇编《江宁

区社区慈善微项目案例集》。

总服务场次 8

项目特色

创新性、示范性、可推广性。

（一）创新性

1. 机制创新：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企业支持"的多元协同

机制，通过项目认领制、资源精准匹配等创新形式，实现公益资源的

高效配置和精准匹配。

2. 模式创新：构建"小额资助+专业赋能+全程陪伴"三位一体的

微项目孵化模式，通过分级培育、阶梯式赋能的方式，有效降低基层

创新门槛，激发社区内生动力。

3. 工具创新：开发标准化、模块化的项目工具包，将复杂的项

目管理流程转化为通俗易懂、便于操作的工作指引，提升项目执行效

率。

（二）示范性

1. 实践示范：形成涵盖项目设计、申报评审、实施督导、成效

评估全流程的标准化运作体系，为推进社区慈善基金规范化发展提供

可借鉴的完整解决方案。

2. 参与示范：鼓励社区基金积极参与，通过实际行动推动社区

发展，形成良好的社区参与示范效应。

（三）可推广性

1. 模式可复制：运作模式可根据不同社区的基础条件进行灵活

调整和组合应用，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2. 经验可迁移：通过系统总结项目培育的关键成功要素，提炼

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实施策略和常见问题解决方案，为其他地区提供



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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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源整合风险

风险点：

1.专家库成员参与度不足，跨领域协作效率低；

2.企业资源对接成效不达预期，认领项目数量少；

3.街道/社区配合积极性差异大。

应对措施：

建立动态管理制度：与专家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服务次数要求；

设立"资源对接"岗位，专项负责企业联络。

设计激励机制：对资源贡献方给予公益品牌露出机会，如颁发"

公益伙伴"认证。

实施差异化动员：对积极性弱的街道开展"定制化宣讲"，重点解

读项目对其辖区治理的助益。

（二）项目质量风险

风险点：

1.申报项目同质化严重，创新性不足；

2.社区自组织执行能力薄弱，项目落地走样；

3.成效评估流于形式。

应对措施：

前置创新引导：在征集期举办"创意激发工作坊"，引入设计思维

等创新工具。

强化过程管控：建立"红黄绿灯"预警机制，对执行滞后的项目启

动专项辅导。

完善评估体系：采用"专家评估+受益方反馈+第三方监测"三维度

考核。

（三）可持续性风险

风险点：

1.大赛结束后项目自然终止；



2.后续资金支持断档；

应对措施：

构建延续机制：要求所有申报项目提交可持续发展计划，择优纳

入"种子项目培育计划"。

设计接续方案：推动将优秀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对接社

区基金会持续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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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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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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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仪式

（1场）

1 专职社工补贴（中级） 12 400 4800

2 志愿者补贴 12 100 1200

3 物资费 1 300 300

评审专家库

建立

4 专职社工补贴（中级） 7 400 2800

5 志愿者补贴 7 100 700

标准化体系

建设

6 专职社工补贴（中级） 7 400 2800

7 志愿者补贴 7 100 700



微项目征集

筛选

8 专职社工补贴（中级） 13 400 5200

9 志愿者补贴 13 100 1300

10 专家劳务费 3 600 1800

三阶赋能培

训（3场）

11 专职社工补贴（中级） 13 400 5200

12 志愿者补贴 13 100 1300

13 专家劳务费 3 700 2100

14 物资费及交通费 3 100 300

双导师制督

导（2次）

15 专职社工补贴（中级） 9 400 3600

16 志愿者补贴 9 100 900

17 专家劳务费 4 700 2800

18 物资费及交通费 2 100 200

微项目创意

大赛

（1场）

19 专职社工补贴（中级） 12 400 4800

20 志愿者补贴 12 100 1200

21 专家劳务费 4 800 3200

22 媒体宣传费 4 400 1600

23 物资费 1 500 500

操作指引及

案例集编制

(2 册）

24 专职社工补贴（中级） 15 400 6000

25 志愿者补贴 15 100 1500

26 宣传材料设计制作费 2 8000
1600

0

间接支出

27 办公耗材费 6 200 1200

28 误餐费 6 200 1200

29 交通费 6 200 1200

30 项目督导费 6 350 2100

31 招标代理费 1 1000 1000



32 不可预计费用 1 500 500

管理费 33

机构财务人员补贴、行政人员补贴、

机构督导费、办公设备、水电费、

物业管理费，

1 8880 8880

财政补助资金预算支出合计 8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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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芳
本科，软件工

程
社会工作师 项目主管 18251986967

闫婷婷
本科，社会工

作
高级社工师 项目督导 15895979658

王琼
研究生，社会

工作
社会工作师 机构督导 15751861812

徐洋
本科，新闻摄

影

助理社会工作

师
项目宣传 18651871509

向玉美
专科，机械电

子工程
无 项目执行 17725471366

孙伟 本科、会计学 会计师 财务管理 13815896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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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负责人

姓名 徐芳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94 年 3 月 联系方式 18251986967

邮箱
1030247060@qq

.com
学历及专业 本科，软件工程

社会工作

职业资格
社会工作师 从业年限 7年

执行项目经

验介绍及其

他需求介绍

的内容

2018年-2024年负责南京市江宁区区级社会组织平台统筹管理，

具体开展了公益创投项目监管、社会组织培训、示范性社会组织评

选、公益创投项目督导等工作。

个人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责任心较强抗压能力、具有协

调沟通能力、灵活机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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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源整合风险
	风险点：
	1.专家库成员参与度不足，跨领域协作效率低；
	2.企业资源对接成效不达预期，认领项目数量少；
	3.街道/社区配合积极性差异大。
	应对措施：
	建立动态管理制度：与专家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服务次数要求；设立"资源对接"岗位，专项负责企业联络。
	设计激励机制：对资源贡献方给予公益品牌露出机会，如颁发"公益伙伴"认证。
	实施差异化动员：对积极性弱的街道开展"定制化宣讲"，重点解读项目对其辖区治理的助益。
	（二）项目质量风险
	风险点：
	1.申报项目同质化严重，创新性不足；
	2.社区自组织执行能力薄弱，项目落地走样；
	3.成效评估流于形式。
	应对措施：
	前置创新引导：在征集期举办"创意激发工作坊"，引入设计思维等创新工具。
	强化过程管控：建立"红黄绿灯"预警机制，对执行滞后的项目启动专项辅导。
	完善评估体系：采用"专家评估+受益方反馈+第三方监测"三维度考核。
	（三）可持续性风险
	风险点：
	1.大赛结束后项目自然终止；
	2.后续资金支持断档；
	应对措施：
	构建延续机制：要求所有申报项目提交可持续发展计划，择优纳入"种子项目培育计划"。
	设计接续方案：推动将优秀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对接社区基金会持续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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