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缘起与初心：
培育本土社会组织力量

宝安项目大赛的发起，源于

宝安区慈善会第二任会长张洪

华对机构人员编制较少、资金总

量较大但不知如何精准帮助困

境群体的深度思考。当时，张洪

华看到了佛山的公益项目大赛，

深受启发，认为这种模式可以解

决宝安区面临的困境。于是，他

提出了开展大赛的想法。

“希望借助其他社会组织的

力量来发展宝安区的慈善力量，

募集更多的善款、帮助更多的

人、做更多的善事。与此同时，通

过专业化运作提高慈善工作的

效率和质量，因此我们找到了有

着‘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运

作经验的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

会作为项目大赛的承办方。由于

宝安区本土的社会组织力量薄

弱、发展滞后，我们希望通过项

目大赛进一步培育本土的社会

组织力量。”张洪华介绍道。

谈到具体的运作模式，张洪

华介绍说，项目大赛由深圳市社

会公益基金会承办，同时邀请行

业专家，根据所有参赛项目的客

观信息（品牌策略、信息完整性、

实施有效性、创新性、可持续性、

服务质量、项目成果、项目绩效

等维度）进行初评，并将前 30个
项目提交宝安区慈善会，由区慈

善会确定符合条件的入围项目。

申报宝安项目大赛的项目需

要紧密围绕宝安区社会民生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针对明确的受益

群体或解决某一特定社会问题，

提出有调查、有依据、有数据的需

求分析，制定清晰可量化的项目

目标。同时，项目要注重与服务对

象和合作单位建立可持续关系，

具有潜在的多元化社会资源投

入，能够保证项目的持续运营。

“我们的理念是‘一边学习，

一边开展，一边探索，一边创新，

一边完善’。我们始终坚持这个

理念，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

程。”在张洪华看来，这种理念也

深深体现在每一届项目大赛中。

“每一届大赛都会认真筛选优秀

的公益慈善项目进行资助，并伴

随这些项目的成长提供必要的

支持和帮助。”

策略与坚守：
以公益创投推动民生改善

八年前，公益创投的理念在

中国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宝安区

慈善会已经看到了其巨大的发

展潜力。张洪华表示，选择公益

创投作为慈善工作的核心，是看

到了它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

巨大潜力。与此同时，深圳市社

会公益基金会在运作全国项目

时采用这种方法成效显著，因此

决定将公益创投作为大赛的核

心策略。

据介绍，宝安项目大赛采用

“三级遴选赛制”选拔具有创新

性、发展潜力的优质公益项目，

经过一定周期的投后赋能，逐步

提升公益慈善项目的质量。

最初，宝安项目大赛的周期

是一年，经过第一届、第二届的

探索后，宝安区慈善会很快发现

一年创投期时间周期短，没有充

足的时间给项目方做调整，很难

出成效。因此，从第三届开始，宝

安项目大赛将周期调整为两年，

为投后赋能与管理预留了充分

的时间，长期性的创投关系也有

助于实现“以评促建”。

经过八年的实践，在投后

赋能管理方面，宝安项目大赛

呈现出了“投后管理精细”的特

色：在项目发展的不同阶段提

供相应的能力培训以提升项目

能力；针对项目发展的前、中、

后端需求进行社会资源的有效

链接。宝安项目大赛的赋能策

略包括专家会诊、“走出去”学

习、专题培训、一对一辅导等。

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项目的成

功率，也为宝安区的公益慈善

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本土社

会组织力量。

在品牌建设方面，宝安项目

大赛从第一届开始探索，第二届

提出规范化发展，第三届提出打

造项目品牌，第四届提出深耕百

年品牌持续化发展，到第五届提

出实体化发展，每一届都在不断

叠加、创新地向前发展，一步步

形成了宝安区慈善会公益慈善

项目大赛的总体思路。这种思路

不仅为宝安区的公益慈善事业

打造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品牌

形象，也为其他地区公益创投提

供了很好的借鉴。

在评估方面，宝安项目大赛

在两年创投期内会分别在六个

月、一年和两年时进行三次阶段

性评估，通过学习型评估方式，

挖掘项目的发展需求，再根据评

估结果对项目进行个性化或整

体性的赋能培训。对评估结果

“不合格”的项目，大赛会提出具

体的整改意见，设立整改期，通

过整改的动作校正项目方向，以

达到阶段性成果的验收要求。这

种评估方式不仅提高了项目的

质量和成功率，也为宝安区的公

益慈善事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

管理方法。

通过项目大赛，宝安区慈善

会成功培育了众多优质的公益

慈善项目。这些项目不仅满足了

宝安区社会民生等多方面需求，

也奠定了宝安区公益慈善生态

良好的发展基础。同时，项目大

赛也吸引了众多来自深圳市以

外社会组织的参与，有力推动了

宝安区慈善事业的发展。

“大赛总结出许多好的做

法和经验，包括贯穿两年期项

目的‘陪伴成长’理念、跨界导

师团定期问诊、量身定制强化

辅导以及建立项目信息化平台

等。张洪华表示，这些经验和做

法不仅为全国公益创投提供了

很好的借鉴，也被编写到了《公

益创投运行指南》深圳市地方

标准里，作为面向全国推广应

用的公益创投标准。

硕果累累：
八年陪伴成长 54 个公益项目

“单体投资最大”“周期最

长”“伴随成长”是宝安项目大赛

的三大显著特点，张洪华解释

说，“我们给一个项目的资助金

有 30万元，是全国公益创投项
目中单体项目资助金最多的；我

们的项目大赛已经持续了八年，

是区级赛事里周期最长的；而

且，我们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还

会对每个项目开展成长式的深

度辅导和帮助。”

据张洪华介绍，宝安区慈善

会对所资助的项目进行持续地

培育和跟踪，不仅为项目提供资

金支持，还提供管理和技术方

面的培训。对于具有发展潜力

的项目，宝安区慈善会甚至会

持续支持几届，直到项目能够

独立运行，这种培育方式使得

一些项目逐渐成长为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品牌。例如，“星星童

话梦，慈绘蓝天下”项目获得第

八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百

强奖”荣誉；“育儿有道，为爱成

长———幼小衔接阶段家长积极

养育能力提升项目”中的“幼小

衔接七天训练营”获得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颁发的“第三届全国

百优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案例”；

“深圳老有才社区文化服务中

心”获评第六届鹏城慈善奖“鹏

城慈善典范项目”。

自 2015 年启动以来，宝安
项目大赛已成功举办五届，累

计资助并培育了 54 个优质公
益慈善项目，总资助金额为

1334.96 万元。每届大赛都会吸
引众多公益慈善组织参与，其

中 70%以上的申报项目来自宝
安区之外。这些获资助的项目

涵盖了老年人、妇女、青少年儿

童、特殊群体、禁毒戒毒、志愿

者服务、环境治理等多个领域，

覆盖约 250 万人群。
专家指出，宝安项目大赛以

其独特的运作模式和创新精神，

成为中国公益创投领域的领航

者。通过持续的辅导、评估和优

化，大赛不仅推动了宝安区的民

生改善，更在全国范围内引领了

公益创新的风潮。

谈及下一步规划，张洪华表

示，宝安区慈善会将继续完善和

优化项目大赛的运作模式，希望

通过不断积累经验，推动项目的

创新和发展，从而在全国更多的

地方得到应用和推广。“同时，我

们也将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制度

建设和文化建设，努力将宝安区

慈善会打造成一个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慈善机构。”

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

八年公益创投探索，打造公益慈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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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庆

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一家区县级慈善组织以独特的运作方式和创新项目大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就是

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一家扎根于宝安区、致力于凝聚社会力量关注和帮助困境群体的慈善组织。2015年以来，宝安

区慈善会已成功举办五届公益慈善项目大赛（下称“宝安项目大赛”）。大赛不仅为宝安区社会民生问题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方

案，且通过长期的投后管理、精细化的项目赋能，成功培育了一批优质的公益慈善项目。

宝安项目大赛以“公益创投”的理念与运作手法，经过八年探索，逐步显露出“资金规模大、创投周期长、投后管理精细”的

项目特色。这一模式的成功实践，不仅满足了宝安区社会民生等多方面需求，也奠定了宝安区公益慈善生态良好的发展基础。

春风快乐成长计划—宝安区儿童性安全友好示范城区项目种子
讲师在上课

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第五届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决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