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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 18日深夜，甘肃临
夏州积石山县，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

扰乱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根据中

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这是当地近五

年来发生的最大地震。时值严冬，此

次灾害的发生也牵动着国人的心弦。

在民政部指导下，甘肃、青

海等地民政部门迅速行动，动员

引导慈善组织、专业救援队

伍、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力量

助力抗震救灾，为受灾

群众提供物资支持、医

疗救助、心理疏导等服

务保障工作。与此同时，

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企

业、社会组织及个人

等积极响应，通过现

金及物资捐赠、参与

一线救援等不同方

式，助力灾害救援及

灾后重建等工作。

慈善捐赠，是

当下公益慈善事

业发展不可忽视

的重要动力来源；

社会各界的广泛

参与，是公益

慈善事业发展

的前提和基

础。据不

完 全

统计，截至 2023年 12月 24日，甘肃
共接收社会各类捐款超 11.6亿元。而
以此次地震救援及社会捐赠为切入

点，其间展现出的“政府主导、政社协

同、全民参与”，也是近年来尤其是

2023年，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最为
显著的特征之一。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支
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社会工作、志

愿服务、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这不

仅是顶层设计层面对我国公益慈善

事业的激励和肯定，更是对公益慈善

事业未来发展的期望和要求。

新时代背景下，公益慈善事业已

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社会治理体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

要力量，是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在解决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

着积极作用。

2023年 11月，民政部印发的《民
政法规制度建设规划（2023-2027
年）》明确提出，完善慈善制度，配合

修订慈善法，推动出台促进新时代公

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政策，回

应慈善发展新问题，优化慈善促进措

施，健全慈善监管机制，更好发挥慈

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作用。加强慈善制

度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有机衔

接，鼓励和支持慈善力量积极参与重

大国家战略实施。

可以说，随着近年来我国慈善法

律法规体系不断健全，慈善文化也

更加深入人心。而作为社会发展与

进步的重要参与者，我国公

益慈善事业在创造新社会

价值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

新突破：一方面，公益慈善

事业的基础地位越来越

高，受重视程度不断加

深，被赋予的社会功

能不断拓展；另

一方面，社会

捐赠规模越来

越大，捐赠

方式越

来越多元，公益参与门槛不断降低，

“人人公益”从愿景成为现实。

数据最有说服力。

2023年 1-12月，来自企业及个
人的大额捐赠（金额在 1000万元及
以上）不断攀升，尤其亿元捐赠表现

最为抢眼，10亿元以上巨额捐赠不断
刷新历史纪录；股权捐赠、知识产权

捐赠、经营权捐赠等非现金形式捐赠

频现，进一步拉近捐赠方与受捐方距

离，让公益更可持续。其中，武汉大学

1987级计算机系校友，小米集团创始
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向武汉

大学捐赠 13亿元，不仅刷新了武汉
大学建校以来单笔最大捐赠额，也是

全国高校迄今为止收到的最大一笔

校友个人现金捐赠。

社会组织发展方面。民政部 2023
年 10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
社会组织 89.1万个，登记认定慈善组
织超过 1.3万家；全国共有经常性社
会捐赠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 1.5万
个（其中慈善超市 3680 个）；全国社
会组织年度捐赠收入 1085.3亿元。

专业社会工作方面。数据显示，

全国共有 16.5万人通过助理社会工
作师考试，2.8 万人通过社会工作师
考试；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共计 93.1
万人，其中助理社会工作师 72.5 万
人，社会工作师 20.4万人。

志愿服务方面。数据显示，我国

注册志愿者人数已超过 2.3亿人，志
愿服务队伍总数达 135万个，志愿项
目总数 1010万个，记录志愿服务时
间超过 52 亿小时。截至 2023 年 1
月，全国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志愿

服务站点覆盖率整体已超过 80%。
不止如此。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逐渐推进，2023年以来，以企业及社
会组织等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持续发

力，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取得了有目

共睹的成绩和积极的社会效益。

2023 年年初，《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做好 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其中提到，

“深化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

扶，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帮扶，为

脱贫地区引进理念、人才、资金、技术

等要素，助力脱贫地区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2023年 4月，民政部召开
2023年全国民政系统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工作推进视频会，

要求“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广

泛参与乡村振兴”。

人才培育、产业帮

扶、资源整合……社会

公益力量正以其独

有的优势，成为乡

村振兴事业中一

支生力军。在

山东、四川、江西、广西等地，相关部

门不断探索出台支持政策，全力推进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以山东

省为例，2023年，该省共有 9643家社
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投入资金 3.18
亿元，投入物资 7422.36万元，开展项
目 6933个。

而得益于互联网平台及数字技

术的快速发展，“直播（短视频）+公
益”成为社会各界助力乡村振兴及行

业发展的有益探索。2023年，在数字
技术加持下，有越来越多的机构、个

人开始改变思路，从传统公益逐步过

渡到现代公益；越来越多的乡村及困

境群体被外界知道，为乡村乃至整个

社会的良性发展创造了一条新路径，

提供了新机遇。

回顾 2023，互联网公益的持续发
展，激发了公益慈善无限裂变，也为

行业发展创造了无数新的可能。我们

看到，更多新的公益玩法、更加便捷

的参与形式、更为深刻的内容转化，

正让公益慈善成为你我的一种习惯

和生活方式，让公益慈善突破圈层限

制，真正成为全民关注、全民参与、全

民建设的美好事业。

另一方面，在热闹之余，互联网

公益也在倒逼整个行业加速内部治

理和结构优化升级，力求实现更高

效、更透明、更具可信度：电子捐赠票

据、区块链技术、积分激励机制……

借助数字化工具，公众才更有参与感

及获得感、荣誉感，公益慈善才能变

得更可持续。

回顾 2023，ESG 成为全社会讨
论最多的一大热门话题。在此背景

下，ESG企业实践、社会组织参与也
受到更多关注。主题论坛、ESG报告
发布、行业标准建设、ESG信息披露
指南……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有越来

越多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开始关注并

积极参与到这一专业议题中，给出了

自己的答案。

可以看到，从传统的扶危济困、

捐资助学、医疗卫生，到乡村振兴、艺

术体育、基础科学，再到生态保护、绿

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随着社会不

断进步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内涵及外

延也随之拓展。而作为社会发展的一

个历史缩影，公益慈善事业也不断被

时代赋予新的职能和使命。

党的二十大作出“必须坚持在发

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

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以及“引导、支持有意愿

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

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等重大决策部

署，为新时代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

展指明了方向。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

为不成。”面对未来，面对前方无数

的不确定性，我们唯有坚持包容、开

放、联合，唯有坚持共创、共建、共

享，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不负

期望，不断彰显公益慈善事业的社

会价值。 （新闻编辑部 ）

公益慈善“立”与“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