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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晚，2023 年“中华慈善日”宁波宣传月暨
“慈善促共富行动”启动仪式在五一广场举行，现场发
布了我市慈善捐赠指数和慈善信托成果。

据了解，2022 年宁波市慈善捐赠总额达 16.5 亿元；
2023 年上半年捐赠金额为 8.1 亿元，同比增长 124.52%。
慈善信托方面，2022 年 ， 宁 波 市 新 增 规 模 8630.01 万
元 ， 比 上 年 增 加 40 倍 ， 实 现 区 （县 、 市） 全 覆 盖 。
2023 年 1 月 至 8 月 ， 宁 波 市 年 度 新 增 慈 善 信 托 规 模
10946.26 万元，是全省率先破亿元城市，新增规模位居
全国第一。全市慈善信托累计备案规模 （实际到账）
突破 2 亿元，位居全国第七。宁波市慈善信托规模从 0
元到 1000 万元经历了 6 年，从 1000 万元到 1 亿元，用了
8 个月，从 1 亿元增长到 2 亿元，仅用了 7 个月。

我市慈善信托新增规模全省率先破亿我市慈善信托新增规模全省率先破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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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空巢老人、帮助困境儿
童、困难家庭房屋改造⋯⋯近年
来，宁波市企业基金会等慈善组织
聚焦特殊困难群体，在各自领域开
展救助帮扶，借助慈善项目发挥慈
善第三次分配作用。

“想踏踏实实做雪中送炭的事
情，为困难群众、弱势群体送去温
暖与关怀。”宁波市扬帆久久慈善

基金会秘书长宋洁在采访中表示。
从 2021 年起，扬帆久久慈善

基金会连续 3 年开展“星星点灯”
困境老人愿望清单项目，通过前期
摸排走访，精准对接困难老人需
求，满足他们生活上的“心愿”，
切切实实解决老人急难愁盼问题。

第一期对接了慈城 6 户家庭、
第二期对接了奉化山区的 10 户家
庭、第三期北仑白峰 11 户家庭、第
四期象山高塘和鹤浦 11 户家庭、第

五期奉化 9 户家庭⋯⋯据了解，“星
星点灯”困境老人愿望清单项目自
2021 年起至今，已为 63 位老年人
家 庭 完 成 心 愿 ， 合 计 支 出 金 额
78698.29 元，涉及江北、奉化、象
山、鄞州、北仑五个区 （县）。

象山县大旸公益慈善基金会于
2021 年 5 月发起“暖暖的新家”项
目，致力于为困难家庭改造人居环
境，同时也对帮扶家庭的生活习
惯、家庭综合能力发展等方面予以

持续性帮助。截至目前，已完成
60 户困难家庭人居环境改造。

大旸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张
雪亚说，看到青春期的孩子们有了
自己“温馨的空间”，看到孩子们脸
上发自肺腑的笑容，她由衷地高兴！

随着项目的开展，一些企业、
行业协会、残联等也加入进来，为

“暖暖的新家”添砖加瓦。今年 2
月，大旸公益慈善基金会还与浙江
新隆慈善基金会签订合作协议，共
同开展“暖暖的新家”项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
正加入慈善暖心行列，践行共富、
慈善先行，投身宁波共同富裕先行
市建设。

我市以我市以““慈善项目慈善项目””点亮点亮““共富之路共富之路””

宁波是一座历史名城，也是一座爱心之城。我市历来重视慈善事业发展，在全国率先并持续24年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出台了全国第二部慈善

地方性法规《宁波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连续五次荣登城市爱心GDP“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百强榜”，涌现出“顺其自然”“钱海军”等一批慈善品

牌。2021年、2023年宁波先后入选“人人慈善标杆区”、“善行浙江”金名片全省唯一试点市。

近年来，宁波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善行浙江”工作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共同富裕先行市建设

要求，着力健全慈善工作机制、培育多元慈善主体、建构慈善文化生态，全面营造“人人慈善”良好氛围，推动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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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第二部、浙江省首部
慈善地方性法规，《宁波市慈善事
业促进条例》 于 2011 年 10 月 1 日正
式实施，为我市慈善事业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
善法》 颁布实施后，我市相继出台

“综合+专项”政策文件，形成了慈
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制度支撑体系。
综合层面，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慈
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先

行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宁波市建
设“人人慈善标杆区”行动方案

（2022-2025 年）》《宁波市慈善促
共 富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23- 2025
年）》 等政策文件，明确不同阶段
我市慈善事业发展的着力方向。我
市民政部门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相
继出台 《宁波市慈善信托备案管理
办法》《宁波市社区发展基金会培
育实施方案》《宁波市慈善组织公
开募捐活动管理工作指引》 等政策

文件，推动慈善事业各个方面齐头
并进、全面发展。

此外，建立以分管副市长为召
集人、20 个部门组成的市级慈善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健全现代慈善发
展工作机制，强化对慈善事业的组
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推动区 （县、
市） 围绕慈善助力乡村振兴、基层
慈善网络打造、慈善发展模式创
新、慈善与社工融合发展等不同重
点，分领域开展创新试点。

注重制度机制建设，依法治理日益强化

近年来，我市慈善组织实现了
“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
升。截至 2023 年 8 月底，全市共登记
慈善组织 183 个，社区发展基金会 10
个，实现区（县、市）全覆盖。“十四五”
以来，全市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款物
45.23 亿元，慈善救助支出 29.89 亿
元，向困难群众提供助医、助学、助困
等慈善救助覆盖约 424.11万人次。仅
2022 年，全市慈善组织救助支出达
15.57 亿元，帮扶困难群众 121.6 万人
次，其中全市慈善总会救助支出 7.8
亿元，帮扶困难群众56.8万人次。

我市在全省设区市率先挂牌成
立市慈善联合会的基础上，深化基
层慈善行业组织建设，推动县级慈

善总会转型升级，有效发挥行业联
动、行业自律、链接政府与社会的桥
梁作用。我市民政部门还会同证监
部门创新举办资本市场公益慈善工
作推进会，引导资本向善、根植慈善
基因，推动设立一批慈善冠名、小额
冠名、共同富裕基金。

为搭建覆盖城乡、人人可及的
慈善网络，不断延伸慈善触角，精准
解决群众个性化、差异化的帮扶需
求。我市构建市、区（县、市）、乡镇

（街道）、村（社区）四级纵向贯通的
慈善网络，实现乡镇（街道）社会工
作站、村（社区）慈善工作站、村（社
区）慈善基金全覆盖，实现慈善救助
发现在基层、解决在基层。全市慈善

基地共计链接社会资源 60185.18 万
元，帮扶 40 万余人次，涌现了“千户
万灯残疾人贫困户室内照明线路改
造”“塔峙大阿嫂”等慈善帮扶项目。

建好“人才队伍”方能发挥“组织
效能”。我市率先全省将慈善人才培
训纳入人力社保部门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高级研修班目录，发挥市慈
善联合会、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益立
方”公益学院、余姚乐善公益学院、象
山社会组织学院等慈善人才培养载
体作用，实施多层次慈善专业人才赋
能项目，培养适应现代慈善理念和要
求的复合型慈善管理服务人才。2021
年以来，全市共计开展 140 期慈善人
才培训，覆盖6840余人次。

注重多元主体培育，慈善力量日益壮大

探索建立慈善数字平台。充
分结合前沿技术发展，利用互联
网和数字技术，启动“浙里有
善”慈善募捐管理及慈善项目全
周期管理服务应用场景建设，通
过数字应用实现对全市慈善组织

“募”“用”资金精准管理，完善
慈善项目培育、备案、发布、展
示、募款、反馈等全生命周期服
务流程，打造一站式、一体化慈
善资源流动和供给对接平台，实
现线上线下立体联动。

探 索 人 人 参 与 慈 善 模 式 。
针对不同人群分类施策，为高
净值人群和社会公众定制“甬

善行动”方案。实施慈善信托
专项改革，广泛深度宣介慈善
信托，引导企业家、高净值人
群设立慈善信托。探索“众筹
微治”模式，通过筹项目、筹
智慧、筹资源、筹资金、筹人
才，让人人都能参与到现代社
区 建 设 和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中 来 。
构 建 “ 资 金 + 物 质 + 服 务 + 赋
能 ” 的 立 体 帮 扶 模 式 ， 实 施

“甬泉”大病医疗救助、“美好
家 园 ”“ 爱 在 江 北 ” 等 慈 善 项
目 ， 累 计 为 未 成 年 人 、 老 年
人、残疾人、重病家庭、特殊
困 难 家 庭 量 身 定 制 帮 扶 计 划 ，

服务困难群众 8.7 万余人次。
成功打造融合性慈善基地。

全 国 首 创“ 慈 善 事 业 + 社 会 工
作+志愿服务”综合平台——宁
波市甬尚慈善社工服务中心，由
雅戈尔集团冠名给予运营经费
支 持 ，现 已 打 造 成 服 务 慈 善 组
织、策划慈善项目、传播慈善理
念、展示慈善文化的重要窗口，
推动我市慈善从单一的资金捐
赠，走向更专业、更精准的服务
供给 ，并在“慈善事业+社会工
作+志愿服务”融合实践中，积极
有为地发挥慈善参与第三次分
配的作用。

注重主动创新实践，特色亮点日益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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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人人慈善标杆区”省
级试点，打造“善行浙江”宁波金
名片，市民政局联合宁波市慈善总
会 （宁波市慈善联合会）、宁波广
播电视集团共同开展以“我们一起
慈善吧”为主题的慈善文化系列宣
传活动，营造人人尚善、人人可
善、人人乐善的社会氛围。

推进慈善文化“六进”。从 4
月至 8 月持续开展慈善文化“六
进”活动，将社会工作、志愿服务

与慈善文化“六进”紧密融合，先
后走进 10 个区 （县、市），上高
山、下海岛、入偏村，在宁海桑
洲、象山鹤浦、奉化壶谭等地开展
爱心捐赠、义工服务、暖心慰问、
社工站路演展示等活动，让更多群
众近距离感受慈善、参与慈善、支
持慈善。已累计服务活动 10 场，
参 与 社 工 （ 义 工 ） 500 余 人

（次），直接受益群众有 5000 余人。
搭建线上宣传矩阵 。 加 强 慈

善 文 化 “ 六 进 ” 活 动 线 上 宣 传 ，
同步录制视频图文 30 余篇，通过

宁波之声公众号、宁波之声视频
号 、 宁 波 广 电 号 以 及 宁 波 慈 善 、
宁 波 民 政 公 众 号 立 体 同 步 推 送 ，
形成宣传矩阵，共收获 100 万+浏
览量。邀请分管市领导、奥运冠
军 、 时 代 楷 模 、 知 名 企 业 家 、
新 时 代 好 少 年 等 代 表 制 作 慈 善
报 话 音 频 及 慈 善 地 标 插 件 ， 在
宁 波 音 乐 广 播 FM98.6 早 晚 高 峰
时段播放近 2 个月，每天编排播
放 4 次 ， 覆 盖 50% 以 上 车 载 收 听
群 、 私 家 车 车 主 ， 创 造 同 时 段
同 类 型 插 件 收 听 宁 波 市 前 三 的

优异成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热
议。

创新慈善文化宣传载体。依托
“986 温暖速递车”，打造移动宁波
慈 善 IP， 深 入 社 区 、 农 村 、 企
业、学校等场域，将慈善品牌和慈
善印象带到群众身边。在地铁鼓楼
站甬城惠客厅举办 6·28“红领甬
社·益行百千”党员公益日活动，
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弱”等群体
实际需求，发动慈善组织、爱心人
士等认领微心愿 309 个，组织 20 余
家社会组织参与爱心义卖、义诊、
便民服务、公益产品展销等活动，
设置网红打卡台，形成二次传播效
应。打造慈善宣传新阵地，通过公
交专线、地铁轨道灯箱和市中心黄
金地段大屏等载体，加强慈善文化
宣传，引导市民了解慈善、积极参
与慈善。

““我们一起慈善吧我们一起慈善吧””
我市创新开展慈善文化宣传活动我市创新开展慈善文化宣传活动

亮出慈善金名片，传递慈善
好声音，营造“人人尚善”的社
会氛围。全市共计开展六届“宁
波慈善奖”评选活动，累计有
123 个单位 （个人、项目） 荣获

“中华慈善奖”“浙江慈善奖”。
其中，2022 年第七届“浙江慈
善奖”我市获奖数量再次领跑全
省。

通过媒体 广 泛 宣 传 ， 全 市
范围内树立了以“宁波帮”为
代表的海外侨胞和雅戈尔、海

天 塑 机 、 储 吉 旺 、 王 春 文 、
“ 顺 其 自 然 ” 等 一 批 倾 情 捐
赠、报效桑梓的企业和凡人义
举形象。

与此同时，以 9 月 5 日“中
华慈善日”为契机，市县两级
联动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慈
善法宣传、慈善成果展示、慈
善信托宣介等系列活动。推进
慈 善 文 化 “ 五 百 六 进 ” 工 程 ，
创新慈善文化传承，持续打造
一批功能集成、群众有感、公

众 参 与 的 慈 善 基 地 和 慈 善 空
间，已培育省级示范性慈善基
地 7 个，创设市级慈善空间 55
个 。 会 同 有 关 部 门 、 慈 善 组
织、著名作家等编著出版 《顺
其自然地爱》《大善文明：宁波
慈善故事》《万家灯火》 三本记
载宁波善行的书籍，立体展示
城市温度。推广应用宁波慈善
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打造具有
甬城辨识度的“慈善符号”，提
升城市慈善文化软实力。

注重慈善氛围营造，慈善文化日益繁荣1

2

3

4

凝聚向善力量 共筑善行高地

宁波打造“人人慈善”市域实践样板

象山县大旸公益慈善基金会“暖暖的新家”项目实施过程中，志愿者
为困难老人修缮房梁。

宁波城管义工文化展厅
宁波帮感恩文化慈善空间
雅戈尔企业文化展厅

“福星漫递”菜鸟驿站
海曙区段塘街道幸福里慈善综合体
海曙区高桥镇“民汇桥·幸福里”
海曙区马园社区慈善“心”空间
海曙区五江口社区五江同舟
江北区永红社区慈善广场
镇海区骆驼街道“家中心”
叶氏义庄——叶荫叔生平陈列室
北仑区霞浦街道慈善街区
北仑区红联社区“阿拉的家”
宁波艺术实验学校先锋广场
鄞州区柠檬树慈善创业共富基地

鄞州万达慈善影院
鄞州区城兴社区“幸福里、益起爱”慈善空间
奉化区长岭社区锦山公园慈善长廊
奉化区裘村小学慈善文化长廊、
余姚市蒲公英慈善庭院
余姚市阳光义工服务中心
余姚市万圣村博爱家园
慈溪市观海卫镇“1+N”慈善联盟
慈溪市浒山街道金山社区钱海军时代楷模劳模服务站
慈溪市爱心粥屋亿华生态2号站
宁海县五丰社区爱心超市
宁海县安德慈善空间
象山县慈善总会公益服务中心
象山县大旸公益慈善基金会“日行易善·慈惠大千”慈善空间
象山县墙头镇“众济墙”慈善空间

2023年度慈善空间名单（3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