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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2022 年度上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和学雷锋志愿服务资金扶持项目的结项报告
（简要版）

为进一步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学雷锋志愿服务在助力提

升城市软实力中的作用，营造文明和谐、团结奋进的社会氛围，

市文明办、市志愿者协会、市志愿服务公益基金会共同组织开展

了“2021-2022 年度上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学雷锋志愿服务项

目资金扶持工作”，向我市文明实践和志愿服务项目提供资金扶

持。目前，该资金扶持工作已全部完成。现将结项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述

2021 年 9 月，市文明办、市志愿者协会、和市志愿服务公

益基金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 2021-2022 年度上海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和学雷锋志愿服务项目资金扶持工作的通知》。经各区文明

办、各委办局文明办的审核，共申报推荐了 208 个资助项目，另

有志愿服务组织经市志愿者协会和市志愿服务公益基金会同意

或自荐的申报资助项目 19 个，共计 227 个项目申报该项资助工

作。

为保证评选工作的严谨性，我们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规范”的原则，组织由市文明办、市志愿者协会、市志愿服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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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基金会、市市民巡访团相关领导和志愿服务领域专家学者及新

华社、解放日报等媒体代表共 20 位同志组成评审组，依据申报

项目的社会性、公益性、服务性、倡导性和可推广（复制）性等

方面的标准，先后组织初评、复评、终评展示等，最终确定 180

个项目接受资金扶持。其中：《“做你的眼睛”视障陪跑公益活动》

等10个项目为最佳项目，扶持资金按实际申请金额的100%支付，

最高 10 万元/个；《洋泾·记忆咖啡馆老宝贝志愿服务项目》等

20 个项目为优秀项目，扶持资金按实际申请金额的 75%支付，最

高 3 万元/个;《“身临其境”直播助农公益项目》等 60 个 B 类项

目，扶持资金按实际申请金额的 50%支付，最高 1 万元/个；《嘉

兴路街道垃圾分类青年志愿者团队志愿服务项目》等 90 个 C 类

项目，扶持资金按实际申请金额的 25%支付，最高 5000 元/个。

二、完成情况

2021-2022年度上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学雷锋志愿服务项

目资金扶持工作在扶持项目的执行期内恰逢遭遇新冠病毒疫情

挑战，但各项目单位审时度势、积极应对，根据项目特点、环境

要素、服务对象需求等，及时调整方案，利用线上优势开展远程

“无接触”活动，如：上海浦东新区家庭志愿者协会的陪聊志愿

服务项目，在疫情期间召集近 400 名志愿者开展“线上陪聊”，

帮助独居老人缓解焦虑；上海癌症康复俱乐部的医护家政志愿服

务项目，疫情期间努力筹措资源，开辟采购渠道，为癌症患者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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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日常生活物资，解决生活困难；上海蓝睛灵体育志愿服务中心

利用抖音、腾讯会议等平台，开设线上云健康活动，丰富了疫情

期间服务对象的居家生活。各志愿服务组织积极总结经验，拓宽

思路，集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线上线下活动，打造“线上+

线下”双线服务模式，推进志愿服务“零距离”，探索志愿服务

的更多可能性。

三、成果亮点

（一）覆盖区域广泛

本次资金扶持的 180 个项目，服务内容涵盖理论宣讲、社区

治理、扶危济困、融合助残、健康助老、应急救灾、卫生健康、

关爱他人、文化传播、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等多

方面，服务区域覆盖本市 16 个区、221 个街镇及市委宣传部、

市卫健委等 16 个委办局系统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学雷锋志愿服

务阵地，受益服务人群有老年人、少年儿童、妇女、残障人士、

重病患者等各类群体。此外，部分项目开展单位将项目服务内容

从上海市辐射到长三角地区，乃至西部地区。如，上海众谷公益

青年发展中心“新时代爱传递 绿色电脑教室”项目，通过在企

事业单位、街镇社区等募集闲置电脑，进行规范再生后，送至云

南文山州麻栗坡县，建成了一间间“爱传递”电脑教室，帮助当

地群众跨越“数字鸿沟”。

（二）主题思想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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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扶持的项目中，理论宣讲和文化服务方面的项目占比近

30%,这些项目发挥自身优势，创新活化内容，通过线上线下“引

领式”“交互式”“沉浸式”等多维立体化的活动新模式，打造理

论宣讲、专题讲授、经典诵读、人文行走等项目品牌，构建多层

次、多形式的红色文化教育矩阵。如：上海市大学生理论宣讲联

盟以“学生讲给社会听”的形式，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走进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各

类理论宣讲活动；上海浦东广播电视传媒有限公司志愿服务团队

在“党史巴士”成功运营的基础上，依托东岸滨江丰富的地标资

源，推出“奋进新时代 启航新征程”东岸滨江新时代文明实践

带行走线路，让参加者了解百年浦江东岸工业文化变迁，感受浦

东开发开放的磅礴力量。

（三）满足群众需求

此次的扶持项目大量聚焦“一老一小”、独居老人等困难群

体开展服务，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注重提升服务质效。如：“乐

龄申城·G 生活”项目招募了 500 名政治素质好、身体健康、善

于沟通、热心公益事业的离退休干部作为志愿者，运用智能化方

式开展为老服务活动 1 千余场，帮助老年人 3 万余人次，受到老

年群体广泛的欢迎；“爱心传递 衣旧温暖”先后组织动员二百余

家机关单位和爱心企业，为本市大型建设基地的外来建设者们捐

赠衣物等生活用品 2 万余件，逐步形成“点燃一盏灯、照亮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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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森林效应”。此外，项目开展的过程中，还沉淀出科普

读本、科普视频、教学课件、操作手册、服务标准等便于使用的

服务工具及政策引导规范，切实彰显志愿服务品牌项目的示范带

动作用，展示志愿服务“金名片”。

（四）宣传效应明显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各区融媒体中心、各项目单位有深度、

有重点报道项目特色和服务内容，不仅利用公众号覆盖广、传播

快的特点进行宣传，还依托上海发布、今日头条、哔哩哔哩、腾

讯视频、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学习强国 APP、新民晚

报等媒体平台进行报道。其中，市文明办、市志愿者协会、市志

愿服务公益基金会除依托自有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报道扶持项目

成果外，还协同《上海电视台·新闻坊》《至爱》杂志开设志愿

服务专栏，依托《上海电视台·新闻坊》等电视栏目先后播出“助

力志愿”节目 71 次，总时长达 337 分钟；依托《至爱》杂志专

栏刊登扶持项目示例介绍 32 篇，累计报道字数 7.3 万余字；编

制《助力志愿，铸爱十年--资助项目成果集》，持续宣传志愿服

务典型和经验，推动形成“人人都是志愿者、人人都是软实力、

人人展示软实力”的浓厚氛围。

市志愿服务公益基金会秘书处

2023 年 10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