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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动江阴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钱华光 

江阴素有“衣冠文物之邦，东南人文渊薮”的美誉，更有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多年来，全市紧扣民生主线，

围绕社会救助、公益福利等重点，通过实施项目化工作模式，充分挖掘企业、群众的爱心潜力，全面推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评选中，江阴市连续三届获评“慈善七星城市”。 

一、凝心聚力，推动慈善活动全民化 

大众参与是文明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慈善事业的基础。广泛宣传引导。江阴慈善文化积淀浓厚，民间爱心力众多。江阴以

贯彻落实《慈善法》为契机，利用各类媒体资源，运用多种形式手段，广泛深入开展慈善文化的普及和宣传工作。近年来，在

江苏慈善、大众慈善等报刊杂志上刊登各类报道 80 多篇；省、市电视台播出新闻报道 100 多条；市慈善网站发布各类信息 289

条，慈善宣传深入千家万户。充分挖掘江阴人文内涵，在全市上下集中宣传“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化名“炎黄”捐善款的张

纪清，宣传“中华慈善奖”获得者、致富思源义利兼顾的“爱心企业家”任元林等先进事迹，讲传江阴“善”“爱”故事，以身

边典型激发、感染普通市民。通&“十佳热心慈善企业”“慈善之星”“慈善爱心之家”等评选活动，在全社会形成参与慈善、热

衷慈善、投身慈善的良好价值导向。完善募捐方式。建立以“动员捐”与“自愿捐”相结合，“一日捐”与“经常捐”相衔接的

全民募捐机制，推动慈善劝募由行政认定式向自主捐赠式转变。“一日捐”形成自觉。围绕“参与、互助、奉献、进步”的思路，

认真组织“慈善一日捐”活动，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主动捐赠，企事业单位和广大职工积极参与、奉献爱心，呈现出“人人捐

赠，大家行善”的生动局面。“冠名捐”克难奋进。克服经济环境的低迷影响，主动与冠名企业联系沟通，及时通报捐赠情况，

协调解决具体问题，促成冠名企业的捐款及时到位。“项目捐”更趋规范。认真组织实施“凯澄情系大学生”“天力助困”“三房

巷爱心午餐”“星语心愿”关爱自闭症儿童等救助项目，通过规范化的运作，实现了以项目促募集、以募集增项目的双赢。“曰

常捐”成为常态。依托慈善帮之家等载体，常年开设慈善捐赠热线、捐赠网站，开展义卖义拍、开业庆典捐赠、定点设立募捐

箱等，接受日常性捐款捐物。近几年，募集慈善资金 1 亿多元，救助困难对象约 3.5 万人次。培育慈善组织。建立市级“社会

组织孵化中心”，引进“恩派”等枢纽性社会组织，通过政府采购、公益创投等方式，着力发展非公募性基金会，重点扶持公益

慈善类社会组织。目前全市拥有 20多个公益类慈善组织。其中，基金会注册资金超过 4.6亿元。 

二、协作联动，促进慈善运作多元化 

同向发力，才能形成合力。慈善服务“一站式”。2017 年，建立了“江阴市社会救助中心”，编织了横联部门、纵接镇（街

道）村（社区）的工作网络，将“助困、助残、助老、助学、助医”等慈善救助服务，纳入社会救助大体系，探索“综合型、

一门式、便捷化”的慈善救助新路子。救助项目“接地气”。以民生需求为第一信号，对每一个慈善项目，都深入调研、精心策

划、有效实施。近年来，开展的“爱心成就梦想助学”“单身贫困母亲援助”“慈善爱心公交补助”“‘光明行’白内障复明工程”

“青少年白血病救助”“困难少数民族救济”等慈善项目，都受到社会各界和大众百姓的好评。村级互助“救急难”。始终把“因

病返贫、因病致贫”作为扶贫的主攻方向，探索推行“村级医疗互助”慈善救助，在城乡医保、大病救助、医疗救助、商业保

险不断健全完善基础上，在全省率先开启新型“互联网+”村级医疗互助模式。通过“村民出一点、村集体赞助一点、社会资助

一点”，村级医疗互助会实现了资金多元化、运行科学化，开创了基层慈善共建共享的局面。目前全国已有 1070 个村复制运用

江阴“福村宝”村级医疗互助模式，覆盖人群超过 400万。全市已有 208个村组建了村级医疗互助制度，53796人次享受补助，

单笔最高补助达到 7万元，年度补助资金总规模达 1.03亿元。该项目获得“2017中国三农十大创新榜样”奖。企业充当“主力

军”。实体经济是江阴的优势，企业参与慈善是江阴的特色。华西集团发起成立了江阴企业公益联盟，他们开展的“华西村•我

有一个梦”、元林老年大学、新潮仁爱“育孤成才”等一批公益项目已成为江阴慈善的特色品牌。其中，扬子江船业集团旗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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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林慈善基金会，前几年分别在江阴、泰州、靖江捐建了三个老年大学，去年又捐资 5 亿元建成三级康复医院，在国内县级慈

善组织中开创了首例。新潮仁爱基金会开展的“春蕾工程”，将爱心延伸到宿迁等周边县市的困难学生，累计捐赠慈善资金近千

万元。 

三、规范高效，力求慈善发展标准化 

全面加强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服务管理能力和社会公信力。优化组织网络。全市建立了市、镇（街

道）、村（社区）三级慈善组织网络，打通了慈善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总会下设 15 个分会、250 个站点，基本形成“市慈

善总会为依托，镇（街道）分会为骨干，村（社区）慈善工作站为基础”的全市联动、上下衔接、左右协调、覆盖城乡的慈善

工作新格局，使江阴慈善连点成面，更接地气。刚性落实制度。贯彻执行各项规定，认真研究慈善捐赠接收、救助等方面的薄

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规范、明确服务流程、提高规范水准。完善审计制度，依法对慈善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专项审计

监督，并及时公布，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加大信息公开。公开透明是慈善立身之本，是慈善发展的生命线。完善慈善资金

监管机制和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机制，定期通过网站、微信等及时公布审计报吿、年报、年检、捐款名单等信息资料，.竭力打造

“阳光慈善”。提升队伍素质。采取“传、帮、带”以及培训等措施，不断提升管理人员和义工队伍素质。制定《江阴市慈善总

会团体义工管理办法》、《江阴市慈善总会义工管理办法》，加强义工队伍培育和水平提升。并以活动牵引能力提高，通过“弘扬

雷锋精神，社区奉献爱心”“为残疾人健康护航”义诊、“笑笑爱心英语课堂”“给我电池、赠您绿色”环保公益等活动，让广大

义工在实践中不断历练提高。目前全市注册义工总数达 21164 人，全年慈善义工累计奉献时间达 108万小时。 

下一步，江阴将积极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不忘“慈”初心，打造“善”之城，推动江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

展。 

1. 乘集成改革东风，在管理机制上创新。江阴是全省集成改革的试点城市，江阴慈善工作将主动对接大局，借力改革大

势。一方面，在转变政府职能上创新，逐步实现政府与慈善机构的管办分离，还原慈善总会等慈善机构的民间属性，提高社会

化程度，激发机构工作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在完善救助上创新，按照系统化、集成化改革要求，调整优化慈善救助与专

项救助、临时救助、深度救助之间的配套衔接，构建慈善救助新模式。 

2. 聚慈善救助之力，在民生保障上突破。围绕扶贫解困等民生工程，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深化

村级慈善医疗互助机制。在试点基础上，实现全市村级全覆盖，并拓展到各大企业，探索“福企宝”慈善救助项目，争取全市

参与人数突破 100 万，募集资金超过 1.5 亿元。二是做大慈善资金盘子。树立“经营慈善”理念，坚持“政府牵头发动、社会

参与联动、舆论宣传推动、企业示范带动”募捐机制，扩盘子、增总量。三是打赢阳光扶贫攻坚战。积极履行慈善帮扶之责，

对全市 4957户建档立卡贫困对象，予以重点救助，提高慈善救助的及时性和精准性。 

3. 集社会各界之能，在持续发展上用功。一方面，着力在激发企业家的爱心上下功夫。发挥企业集群优势，充分调动企

业家献爱心的积极性，带动全社会“人人关心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浓厚氛围。另一方面，着力在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上下

功夫。进一步优化慈善组织的发展环境，通过政府采购、公益创投方式有效安排各级各类资金，积极为慈善组织“搭台助威”，

创造更多更响亮的“江阴品牌”，努力走出一条持续、高效、惠民的慈善发展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