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皮磊

２０23．12.5 星期二 责编：皮磊 美编：王坚

09新闻NEWS

新长城大学生资助项目：
一场持续 20 年的教育公益实践
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约有 90 万家
社会组织，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
超过 1.3 万家； 社会组织从业人
员超 1100 万人， 资产总规模超
5800 亿元。 广大公益慈善力量在
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以及科
教文卫 、生态保护 、应急救援等
多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尤其
在教育公益领域，社会公益力量
作用表现更为突出，成为我国公
益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20 余年前，为帮助家庭经济
困难大学生克服困难，顺利完成
学业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原
“中国扶贫基金会 ”）发起 “新长
城大学生资助项目”， 采取 “扶
困 ”与 “扶志 ”相结合的思路 ，以
社会问题为导向，深度回应国家
战略发展需求。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该项目
逐步形成了 “经济资助+成才支
持 ”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并沉淀
出一整套成熟的运作模式，实现
了基金会、高校、受助学生、捐赠
方 、 社会及行业等多方共赢局
面，也为类似教育公益项目和整
个行业持续输出成功经验和实
践参考。

精准聚焦
回应社会发展需求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

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

在学总人数达到 4430 万人，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2012 年的
30%提高至 2021年的 57.8%。而
随着高校大规模扩招同时增长

的，还有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成

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数量。

调查显示，虽然我国对高校学生

的资助及奖励政策不断完善，覆

盖群体日益扩大，但仍有一定比

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需要外

界资助才能顺利完成学业。

分析指出，除了受发展条件限

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非常复

杂：有些家庭可能遭遇重大变故，

导致生活陷入困境；有些家庭可能

因为医疗负担过重，致使经济较为

拮据；还有的家庭可能因为子女较

多且都处于学龄阶段，导致家庭教

育开支逐渐增加……

与此同时，由于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差距较大、教育资源分配

不均衡等现实问题，我国欠发达

地区尤其偏远农村及山村等地

学生，在综合素养、外语及计算

机水平等方面仍与较为发达地

区的学子存在一定差距。对于学

生未来发展而言，这些不利因素

也将在其今后的发展中慢慢显

露出来。

要改变这一状态，就需要深

入了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历程

及政策变化，同时也要持续投入

相关资源，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变

化新要求，及时调整资助战略和

方向。社会公益力量的投入，让

我们看到了解决上述问题的可

行思路。

2001年 12月，中国乡村发
展基金会发起对资助特困大学

生项目的论证和调研。调研发

现，由于高教改革和转制等原

因，一些学生及家庭面临因学费

上涨而引发的经济困难，其中有

相当一部分低收入家庭无力负

担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据基金会当年对我国 4 省
20所高校的调查，农、林、师范类
学校贫困生比例超过 30%，特困
生比例超过 15%。调研发现，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主要面临着经

济困难、综合能力发展、就业困

难三个方面的问题。此外，这部

分学子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

力，如果得不到及时帮扶，可能

会对其学业及心理健康带来明

显影响。

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为支持教育事业发展，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于 2002年 9月发起
“新长城大学生资助项目”，项目

以经济资助为基础，为来自低收

入家庭及特殊家庭、品学兼优的

全日制在校大学生提供新长城

自强助学金，帮助他们解决部分

生活费用；同时，项目依托新长

城高校自强社为组织实施平台，

对受助学生提供成才支持，引导

学生在成长、成才的同时回报社

会，实现项目“传递社会关爱，锻

造自强之才”的宗旨。

“扶困”与“扶志”相结合的

思路，让这一项目 20年来产生
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也为此后

众多类似教育公益项目提供了

实践参考。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新长城大学生资助项目”累计

捐赠收入突破 3亿元，惠及全国
31省（自治区、直辖市）860所大
学，签约合作高校逾 500所，累
计资助学生近 15万人次。受益
大学生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学生

来自中西部地区，为助力中西部

地区乡村振兴及人才振兴贡献

了重要力量。

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方面源

于项目设计的可持续性、科学性

和前瞻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项

目充分调动了基金会、高校、捐

赠方、受助学生、公益行业及社

会各方关注，对政府决策产生了

一定的积极影响。

那么，该项目具体是如何运

作的？

科学设计
开发综合性解决方案

2022年是“新长城大学生资
助项目”实施 20周年。为更好地
总结项目成果，为项目未来转型

提供参考，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新长城

大学生资助项目”进行了评估。

评估指出，在精准聚焦受助对

象、分析其面临的具体困难的基

础上，该项目以实际问题为导

向，开发了“经济资助+成才支
持”这一颇具针对性的综合性解

决方案。

一方面，项目以经济资助为

基础，为来自低收入家庭及特殊

家庭、品学兼优的全日制在校大

学生提供新长城自强助学金，帮

助他们解决部分生活费用。数据

显示，项目在启动的第三年（2004
年）捐赠收入就突破了 1000万
元，2007年则突破了 3000万元。
捐赠收入的快速增长，也从侧面

说明了该项目精准地回应了家庭

经济困难大学生的需求，同时获

得了捐赠人的认可。

除了直接的资金支持，为保

证项目顺利运转，基金会还配备

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投入大量传

播资源助力项目品牌构建及影

响力扩大。为提高项目管理效

率，项目在启动初期就引入了电

子信息管理系统，协助项目团队

管理受益人。

项目还引入了周期性监测

评估，定期通过问卷抽查、电话

回访以及实地走访等形式，对上

一年度的受益学生和合作高校

开展监测评估工作，以便及时了

解项目在各高校的执行情况及

受助学生的获益情况，及时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项目还设置了

完善的退出机制，有益于提高项

目运作质量，降低运作风险，维

护受益人、捐赠人利益。

另一方面，在保证家庭经济

困难学子顺利完成学业的基础

上，该项目通过支持高校成立

“自强社”的方式，对受助学生提

供成才支持，为学生提供参与志

愿服务、公益实践、实习实训等

机会，引导学生在成长、成才的

同时回报社会，实现项目“传递

社会关爱，锻造自强之才”的宗

旨。超 98%的受助学生表示，“感
恩意识更为强烈，愿意在有能力

时回报社会”。

截至 2022年，该项目通过高
校自强社及其他公益类社团，培

养超过 1000名拥有丰富的社会
实践和管理经验的社团骨干，累

计支持超过 2000个社团公益项
目，70万人次青年间接受益。如
今，这些高校自强社依然活跃在

各个高校中，为项目未来发展转

型积淀了一笔宝贵的资源。

评估报告指出，该项目让公

益精神实现了薪火相传。“在公

益精神影响下，很多昔日受助学

子毕业后尽己之力支持公益。有

些学生在校时积极参与各项公

益活动，毕业后进入公益机构工

作，并立志以慈善为毕生事业；

部分受助学生还自发设立公益

基金去帮助他人。”

因家中有三个孩子同时读

大学，2003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
的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为

项目资助对象。得益于该项目资

助，该生不仅更加珍惜大学生

活，还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社会实践等。而受项目和资助人

影响，其毕业后也成为项目捐赠

人，实现了对项目的反哺。

另一位来自西部某地区的

学生，2003年成为“新长城·彭磷
基助学金”第一批受助学子，连

续四年获得资助。大学毕业后，

该生在金融行业创业发展，取得

了不小的成就。2021 年及 2022
年，其连续向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捐赠善款，支持新长城大学生

资助项目，曾经的受助学生完成

了身份的转换，成为公益的接力

人和传递人。

评估报告还指出，“新长城

大学生资助项目”持续 20年的
运作，使捐赠方能够通过捐赠的

方式直接支持经济困难大学生

群体的发展，无论是对个人、机

构还是企业来说都是践行自身

公益理念、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

之一。值得肯定的是，一些捐赠

企业依托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在乡村教育领域的项目，深度参

与到乡村教育振兴与发展中。

多方受益
提升项目长远影响力

随着不断优化调整，“新长

城大学生资助项目”也逐渐摸索

出一套成熟的管理模式，并形成

标准化的项目操作手册———

《“新长城大学生资助项目”操作

手册》。该手册是协助各方工作

开展的重要指引，使得项目工作

能够规范、有序开展。同时，项目

也设计了相应的流程及机制，保

证资助过程的透明公开，也让该

项目能够发挥长远影响力。

评估报告指出，项目初期在

社会缺少同类资助项目的情况

下，筹集社会公益资源，弥补了

行业空缺。项目在大学生资助领

域持续深耕，产出多份高质量的

调查报告，将经济困难学生群体

的真实现状呈现给公众、政府部

门等，不断扩大议题影响力，推

动政府加大对该群体的政策倾

斜力度。以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顺利完成学业为出发点，经过

20余年的实践，项目的影响力正
持续显现。

对受助学生的调研显示，在

经济得到一定保障的基础上，学

生能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

在学习上，也更加珍惜学习的机

会。在获得项目助学金后，有约

超过 98.71%的学生“能够专心学
习，更加珍惜学习机会”；约

97.17%的受益学生则表示“学习
主动性及学业成绩有所提高”。

另据了解，2002 年至 2022
年，“新长城大学生资助项目”累

计开展活动 228场，平均每年开
展约 11场活动。其中，自强社活
动、实践类活动、学生交流活动、

志愿者交流会等四类主要服务于

学生“成才支持”的活动累计开展

88场。据参与过“自强社”活动的
学生反馈，在“感恩与奉献”“社会

责任感”“自强”“自理与自信”“技

能与思辨”“沟通与人际交往”“组

织与协调”等七个维度中，自身意

识与能力均有正向提升；“参与公

益活动的积极性”及“参与志愿服

务的数和频率”也有所提高。

在学校层面，项目的开展一

方面增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建

立了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另一

方面，教师能够更直观地观察到

受助学生的成长与变化，进一步

提升教师工作的价值感。此外，

高校“自强社”除为学生提供社

会实践活动的机会，也发挥了整

合、撬动社会资源的优势；项目

科学的设计和管理体系，为高校

基金会的规范化运作提供了很

好的经验。

于基金会层面而言，经过多

年的探索与积累，“新长城大学生

资助项目”也为其他项目提供了

诸多借鉴。目前，该项目的管理流

程已成为基金会项目管理的代表

性“模版”，为其他资助项目的管

理流程设计提供了基础框架。

自启动以来，由该项目孵化

出的“新长城高中生”“爱心包

裹”“善行 100”“公益未来”等聚
焦实践活动、能力发展的项目先

后剥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品牌项

目，“新长城大学生资助项目”则

进一步聚焦经济资助。这不仅为

基金会乃至公益行业培养了一

批优质的公益人才，也是“新长

城大学生资助项目”最有价值的

地方之一。

� � 2002 年 9 月 1 日，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