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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爱的力量 公益在行动

公公益益筹筹款款路路，，在在探探索索中中前前行行
烟台大学西望桥公益组织五年来不断开拓公益筹款新渠道

做到公开透明

才会吸引更多善款

曾在上海NPI(恩派 )非营利
组织发展中心实习过的烟台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生张文斐
向记者介绍，NGO(非政府组织 )

的项目资金来源，一般有三个途
径，一是用项目申请基金会的资
金，二是寻求企业合作，三是在
有公募资质的基金会下设立专
项基金并获得资质进行筹款，接
受社会监督。

张文斐说，拿到善款后，使
用过程中，也必须要有明细的项
目资金预算，项目完成后要和基
金会反馈项目资金运作情况，接
受基金会的监督。如果和企业合
作是捐赠类型的，则应按照企业
的要求做相关资金明细，接受企
业的监督。

山东工商学院政法学院社
会工作教研室讲师杨晓龙认为，
想要筹集到更多公益善款，首
先，要增强公益组织的公信力，
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公开透明的
记录、反馈每笔善款的出处、用
途。其次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
内，综合运用多种筹款方式，如
传统的爱心义卖、拍卖活动，谋
求与基金会的合作。此外，公益
组织也应创新筹款方式，加强公
益与社区的联系，也可考虑与媒
体合作等方式举办公益筹款模
式大赛等，选出新颖的筹款方式
并付诸实践。

“人无信不立，只有做到公
开透明才会吸引更多善款。”烟
台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博士张
应峰称，当下不少公募基金会面
临诸多质疑多是因为无法做到
完全的公开透明。公益组织在筹
款时也应注意从技术层面完善
制度建设，真正做到公开透明。

别具特色的

创意筹款方式

1 .美国老太游泳

为风灾灾民筹款

纽约人戴安娜·尼亚德已经64

岁，通过在纽约曼哈顿中心区的游
泳池进行48小时不间断游泳，以挑
战极限的方式为飓风“桑迪”风灾
灾民进行筹款。

2 .爱尔兰人马拉松比赛

为苏丹贫困儿童筹款

从零下 2 0摄氏度的南极开
始第一场马拉松比赛，爱尔兰人
多诺万共用了5天9小时8分钟的
时间完成了在七大洲的7场马拉
松挑战，共跑了约183英里，为援
助贫困中的苏丹儿童筹款。

3 .香港警员24小时

不间断划龙舟筹款

2 2名来自香港警队不同部
门的男警员变身龙舟健将，挑战
个人体能及意志极限，目标是24

小时内在沙田城门河中来回划
10次 (总长达100公里 )，以这种不
停划龙舟的方式为内地办学筹
款，其间不得换人，只许每划 1 0

公里后上岸小歇。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孟昱彤 整理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
在烟台众多成型的公益组织
内部，想做公益却苦于无力筹
款的情况并不少见。部分公益
组织碍于善款数额有限，只能
缩减项目甚至依靠义工、志愿
者本身出钱解决。

“有爱心企业参与最好，
没有钱时候大伙凑凑钱也会
去看望老人。”此前采访义工
七姐妹团队时，张玉兰称照顾
孤寡、空巢老人多年，经常是
义工自己掏腰包，给老人买礼
物送去。

刚和东华家泰家居城的
36位爱心店主一块举办了公
益拍卖活动，筹集到23260元
善款后，牟平阳光爱心服务队
的义工又忙着到爱心企业“化
缘”。“一趟不行跑两趟，能拿

到一点是一点。”牟平阳光爱
心服务队队长徐昌钦说，需要
帮助的人太多了，有限的善款
总忍不住“一分钱掰成两半
花”，除一些公开的义卖、义
演、拍卖活动外，大部分善款
多来自爱心企业赞助，不稳定
也无法保证长期性，只能靠勤
跑多跑来争取。

“也考虑过成立爱心企业
补给，但目前没有好的点子。”
看着义工们常年自掏腰包，扬
帆助学服务队队长“清炒人
生”常有不忍，曾和团队负责
人商量成立爱心企业，以商业
盈利补给公益项目，但几次探
讨过后终因没有好的点子而
搁浅。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
习生 孟昱彤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
烟台颇具规模的公益组织多
靠打出名气后人际传播方式
获得支持，部分公益组织也对
接外地基金会及公益平台合
作寻求更大层面的帮助。

“活动资金先是义工自
己出，做出影响力后爱心人
士和企业加入补给。”长期从
事助学服务，并已经为480余
名孩子顺利完成一对一对接
的扬帆助学服务队义工队长

“清炒人生”告诉记者，从最
初只能义工自己掏腰包资
助，到目前好心人排队等着
资助孩子，踏实做好调查、及
时在朋友圈内、QQ空间反馈
会吸引更多热心人和爱心企
业加入。

接力外地公益组织或基

金会资源，用于本地救助是
栖霞“爱的传递”公益团队的
筹款模式。在栖霞西城镇希
望小学工作的泮爱香经曾经
的学生牵线，与深圳“爱的传
递”一对一助学、深圳mini车
友会等爱心公益团体建立了
合作关系，长期负责贫困学
生上学。将善款送到后，深圳
当地组织会直接联系孩子家
长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曾为白血病姑娘杨娜筹
集善款的招远八方义工和招
远贴吧网友，除通过义工组
织义卖、义演等方式筹款外，
义工们还尝试与腾讯乐捐平
台及爱德基金会合作在全国
范围内发起公募，筹集善款。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
习生 孟昱彤

相关链接

他山之石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徐楚函 孟昱彤

日前，烟台大学西望桥
公益组织的67名志愿者终于
顺利抵达贵州，开始了为期
一月的支教活动。作为一个
大学生团队，五年来，西望桥
公益组织尝试过义卖、与本
地商家合作、引进基金会项
目 等 多 种 方 式 进 行 公 益 筹
款。不同的筹款方式探索给
了这些大学生志愿者自信，
也让他们忐忑，一旦基金会
的撤出，如何保证稳定的筹
款来源又成了新问题。

窘境>>

约谈20余家企业

都以失败告终

烟台大学西望桥公益组织的
原身成立于2010年，一群热衷公
益的大学生到工商局注册成立一
家公司，想以公司化的运作方式
谋求长期发展。那时的公司不但
没有收益，还要负担每年几千元
的税费，公司的处境可谓是举步
维艰。一年后，为加强自身“造
血”功能，满怀热情的大学生志
愿者又尝试到商家拉赞助，但收
效甚微。

2011年，支教活动持续两年
多，有了一定的实践成果，志愿
者们开始凭着支教实践成果，积
极申请各类奖学金以及优秀调研
和实践队的奖金。同时成立的社
会关系合作部尝试与媒体合作，
建立爱心企业联系。

烟台大学西望桥公益组织理
事长张国军说，尽管从2011年开
始有了企业赞助介入，但除物资
外并没有资金来源，日常的活动
和暑期支教均由支教队员自己出
资解决。

“我们每年都会尝试和20-30

家企业谈合作，基本都以失败告
终。”张国军说，加入社团之初，
他们曾尝试带着活动策划书到东
方海洋、联动、移动等企业寻求
合作，但由于公益性社团很少能
与企业找到合作的契合点，志愿
者 们 往 往 来 不 及 说 完 话 就 被

“请”了出去。

多年的支教经历展示也
打动了一些本地商业机构，
微信扫码、拍卖等合作方式
纷至沓来。在开启商业合作、
基金会项目、资金引入等模
式之后，西望桥公益组织的
大学生志愿者们还在探索更
稳定的众筹模式，争取实现
自身“造血”。

“众筹模式一直都有在
探索，今年算是效果比较好
的。”张国军回忆说，为拿下
灵山基金会的申请项目，今
年母亲节当天参与支教的大
学生志愿者们在万象城、凤
凰山和烟大海边等地开展募

捐活动，以捐款10元以上即
可获赠一束康乃馨来筹款；
以讲述支教故事的模式来打
动市民……这些活动都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去除成本，当
天共筹集善款10500元。

更多的筹款模式还在探
索。今年5月，烟台大学大二学
生王大鹏得知本地一家整形
机构热衷公益，随即与其建立
联系，为社团五周年庆典拉来
4000元赞助，双方还商定在6月
10日至7月10日间，通过微信每
成功扫进一个二维码关注，该
整形机构即为支教活动提供1

元爱心支持。这项尝试也为团

队带来1556元善款。
“今年算是筹款最多的

一年，但还有很多方式有待
尝试。”张国军说，向相关公
益组织申请资金的部分，仍
然是团队主要的资金来源，
但这些来源并不稳定，一旦
基金会和合作项目取消，团
队仍面临筹款难的问题。

“未来可能尝试一些可盈
利的项目，争取能够实现自身

‘造血’。”张国军说，志愿者们
也在和当地一些咖啡馆、厨吧
等寻求合作，争取更多方式实
现稳定的资金来源，保证后期
公益项目顺利完成。

商业合作不成，志愿者们
又开始尝试与基金会的合作。
转机发生在2012年，通过微博
等方式，西望桥公益组织的志
愿者联系到上海的益微青年
公益发展中心，通过线上互动
建立了初步联系。“当时只是
建立了联系，并没有实际的项
目资助。”张国军说。

2013年6月7日，由烟台大
学西望桥公益组织发起的首
届半岛公益论坛召开，通过
线上互动等方式请来春晖青
年公益发展中心、灵山慈善
基金会、世青创新中心等公
益机构负责人进行交流。今

年5月31日，通过微博喊话等
形式，大学生志愿者们又请
来邓飞等人参与论坛交流。

公益论坛的成功举办为
烟台大学西望桥公益组织与
基金会的合作带来契机。2013

年，西望桥公益组织与公益基
金会合作破冰，当年的支教活
动获得华桥基金会提供的
9000元的支教项目资金支持。

今年4月当志愿者们谋
划去贵州六盘水和遵义5所
小学支教时，支教队获得灵
山基金会“智慧书包”项目支
持。不仅如此，灵山基金会还
为每支队伍提供了5000元的

资金支持。此外，益微青年公
益发展中心也提供了6600余
元的资金支持。7月23日，烟
台大学西望桥公益组织的67

名志愿者终于顺利抵达贵
州，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支
教活动。

“基金会合作的模式主要
得益于公益论坛的尝试，这是
意想不到的收获。”张国军说，
社团发展5年来，深感依靠自
身力量的局限性，大学生志愿
者们常自费到上海等地学习，
和全国的基金会、公益组织建
立联系，这对后期引进项目起
到了重要作用。

转机>> 发起公益论坛，基金会合作破冰

目标>> 尝试可盈利项目，早日实现自身“造血”

多多数数公公益益组组织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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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西望桥公益组织的

部分成员。（受访者供图）

志愿者在贵州支教。（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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