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同佳岸慈善基金会一届理事会

工作报告

各位理事、监事：

根据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深圳市同佳岸慈善

基金会章程》的规定，深圳市同佳岸慈善基金会一届理事会

（2016-2019）于今年工作期满。下面，我代表基金会一届

理事会，就本届理事会的各项工作进行简要回顾，请予审议。

自 2016 年 5 月注册至今，基金会在哈尔滨银行的大力

支持下，按照理事会的目标和任务，有计划、有结点的推进

实施，坚持重点公益项目创新提高，宣传推动工作持之以恒，

始终以“科学发展”为原则，以“成为创造美好生活品质的

社区领导者”为使命，基金会全体员工团结一致，锐意进取，

平稳有序地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

一、完善组织架构，保障正常运转

三年来，内部治理上，一届基金会理事成员发生 2 次变

更，召开 7 次理事会会议，进行了 25 个议题的审议，均及

时向深圳市民政局进行合法备案。资财管理上，每年基金会

定期完成会计报表及会计报表附注审计、专项信息审计、年

检工作、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认定和所得税备案等工作。事务管理上，基金会秘书处制

定各类管理制度 17 项，涉及到组织人事、财务管理、项目



管理等各个关键领域，同时节俭办公，杜绝铺张浪费，形成

了良好机构氛围。项目管理上，从前期的申请、调研、立项，

到中期的实施、分享，到后期的总结、归档、评估，各环节

紧密衔接、逐级审批、科学管理，最大程度确保各项工作高

质量完成。

二、创新项目载体，营造公益氛围

三年来，基金会不断探索创新，建立了“幸福社区”发

展计划、人才培养及品牌传播三个版块，初步形成了战略发

展体系。

（一）“幸福社区”发展计划

1.社区营造类型。“幸福社区”发展计划定位为社区提

升类项目，项目覆盖广，传播快，可塑性强，在社区居民中

有着良好的口碑。基金会通过资助公益机构，扎根社区，运

用专业方法开展社区营造工作。同时寻找社区关键人物，收

集社区有益资源，开展符合社区特色和居民需求的公益项目

内容，完善社区服务、激活社区资源、培育社区自组织、营

造互助互信的社区文化，探索实现“共建、共享、共治”的

“幸福社区”。

形成“幸福社区剧场”、“公益市集”、“智慧家公益”小

课堂、“绿色手作”工作坊、“一兜”书馆、儿童成长小组等

十余个品牌活动，培育了“妈妈互助会”、“夕阳红”老年志

愿服务队等多个居民自组织，各项活动的开展，在社区内外



赢得广泛好评和各分行、支行的一致认可。

自 2016 年项目启动实施至今，已有 18 个“幸福社区”

示范项目，分别在天津、重庆、沈阳、大连、成都、哈尔滨

的等地落地开花，项目内容涉及改善邻里关系、社区自组织

建设、改善亲子关系、隔代养育、文化传承、环境保护、青

少年教育等多角度、多方面的社会问题，项目累计支出 360

余万元，开展 2800 余次活动，服务人数近 35000 余人，自

媒体报道推送 1200 余次，公共媒体报道 125 次。

2.公益创投和微创投类型。社区营造类型项目对实施主

体的专业性有着严格要求，特点是门槛高、周期长、见效慢，

而公益创投和微创投类型项目，特点则是“短小精干”，入

门快、易操作、资助金额少，一方面有利于整合社区力量投

入社区建设，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组织挖掘、培育的过程，

可谓一举多得。

一是开展政社合作公益创投。2017 年 5 月，基金会与佳

木斯民政局通过 1:1 资金配比的方式，共投入 100 万元，启

动了佳木斯市首届公益创投，共支持了 58 个项目，覆盖 10

个社区，受益人数超万余人。合作开创了黑龙江公益史上，

首次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支持民生事业的先河，起到了良好

的示范效应，公益创投规范管理、精准定位、影响广泛，也

将佳木斯市三社联动工作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是开展社社合作公益创投。自 2017 年 7 月份，基金



会与黑龙江省民政厅和《生活报》共同开展了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两届“幸福社区”微公益大赛项目。项目重点面向

社区内的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鼓励社区居民发现并主动回

应社区需求。期间，累计开展各类活动 167 余次，直接受益

人数 4929 人。《生活报》等媒体发布了 10 个专版报道，赢

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二）人才培养

根据东北公益行业发展严重缺乏人才驱动，整体水平较

低的情况，基金会着眼于“投资于人”，回报社会，启动系

列人才培养及发展的类项目。

一是实施“北雁回归计划”。通过遴选，吸引一批有情

怀、有能力、有激情的的东北籍专业人才“返乡”，进行公

益创业或就业，同时为在校大学生公益骨干提供相关支持、

能力建设培训等，提升现有的社会工作教育水平，增加大学

生公益实践机会，鼓励大学生投身公益慈善事业。通过政策

引导及资金杠杆，为东北公益事业储备人才，营造良好环境，

有效推动东北地区公益环境建设。

二是实施东北三省社工学生培养和支持计划。2017 年 3

月份，基金会联合中国社工教育协会、吉林大学、沈阳师范

大学、黑龙江工程学院等高校，启动东三省社工学生培养和

支持计划，为 27 所高校的 30 支学生队伍开展社区服务提供

支持保障，对同学们的职业生涯规划起到积极影响。项目累



计参与学生 227 人，社区志愿者 324 人，服务 7538 人。

三是举办开展专业人才培训活动。2017 年 6 月，基金会

联合黑龙江省社工学会、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社会工作项目

管理与督导人才培训班，72 名来自省内各地市民政局、社会

服务机构、高校的代表参加。

（三）品牌传播

1.“哈行哈哈包”扶贫送温暖公益•志愿服务活动。2019

年初，按照国家脱贫攻坚战工作总体要求，为充分发挥社会

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脱贫攻坚、服务困难群体、公

益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困难群

众心坎上，由哈尔滨银行、深圳市同佳岸慈善基金会发起、

捐助，黑龙江省民政厅、黑龙江省扶贫办联合主办的“哈行

哈哈包”扶贫送温暖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在全省启动，春节

前夕黑龙江省 1000 户贫困家庭得到总价值 20 万元的新春礼

物，每个包价值 200 元，包括床单、枕巾、筷子、春联、新

年糖等物品，确保贫困家庭接到“哈哈包”后，能够足不出

户过上一个喜庆、吉祥、幸福的春节。

2.书画频道进万家活动。2016 年 9 月，由基金会出资

200 万元支持中央书画频道推出《书画频道进万家－走进哈

尔滨》专题节目，组织 26 位书画艺术家(画家 13 名、书法

家 13 名)举办创作笔会一场、维也纳国际交响乐团与国内著

名音乐家交响音乐会一场、为期一个月的当代书画名家 100



幅作品展览、艺术家走进基层活动等，其中《书画频道进万

家-走进哈尔滨》视频节目（两期）面向全国观众播出。

活动期间所有项目均免费向哈尔滨市民开放，活动在城

市推广、促进东北地区与国内外艺术文化的交流合作起到关

键作用，哈尔滨银行作为市民银行再次为家乡带来了实惠。

3.捐建天鹅湾社区塑胶跑道项目。2016 年 7 月，基金会

与哈尔滨市天鹅湾社区银达物业合作，为其援建一条塑胶跑

道，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居民生活环境，解决社区

居民的健康休闲需求。

三、提高自律意识，打造过硬本领

三年来，基金会始终坚持“透明公益”，“有效公益”。

一是严格自律自查。严格要求基金会所有工作人员，将廉洁

自律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在资金管理、使用和资助等方面

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不断完善财务制度，规范操作流程，每

笔款项做到有据可依，专款专用。二是广泛接受监督。自觉

接受理事、监事监督，虚心接受意见建议，不断改进工作方

式方法，多次应邀参与公益分享交流活动。三是适应信息化

办公。基金会目前已有电子档案管理平台（seafile）、财务

系统电子平台、阿里企业邮箱三大类信息化办公事项。其中，

电子档案管理平台是一个档案管理信息化的公共平台，同时

具备个人档案单独存储功能，以支撑各类业务所涉及的实体

和虚拟的档案双重管理。



面对取得的成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

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优势资源亟待开发。哈尔滨银行

作为基金会的发起单位，更是唯一捐赠方，与之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哈尔滨银行应当将基金会看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的“特殊部门”，利用基金会社会组织的身份及优势，采用

公益策略逐步转化客户群体；同时基金会也将深挖银行系统

优势，研发公益产品，积极探索与哈尔滨银行之间的联动机

制，希望哈尔滨银行给予更多政策性支持与保障。

同时，还存在公益产品的营销理念还没有完全形成，与

政府合作的方式不够多样；对公益理论的研究和探索还不够

深入；机构自身能力建设还需不断完善等问题有待加强。

各位理事、监事，回顾三年来，以改革创新精神适应新时代

的伟大变革，以崇高的使命和专业技能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

的公益服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未来的日子里，我们

有信心，有决心在理事会领导下，团结奋进，继续拼搏，努

力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不辜负哈尔滨银行的嘱托，最后再

次感谢各位理事、监事一直以来对基金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