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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局长蒋蕊：

公益伙伴日打造上海双重坐标
本周五，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爱心人士等一

同汇聚的公益伙伴日即将迎来第七个年头。作为上
海炙手可热的公益品牌，公益伙伴日在七年间经历了
怎样的成长？又将面向怎样的未来？对此，上海市社
会团体管理局局长蒋蕊接受了青年报记者专访。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回顾公益伙伴日这七年来，蒋蕊
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参观人数每
年大幅增长，普通公众的参与度在年
年攀升。

“这和我们主办方在设计上的用
心也有强关联。这两年的公益伙伴
日游园项目比重越来越多，就是为了
多吸引普通市民有兴趣参与和投入，
并进行二次传播。”蒋蕊举例说，每年
的公益讲堂环节，主办方就颇费心
思。对特殊儿童的家庭照料、老年人
社区维权、如何帮助孩子应对老师批
评……这些公益讲堂的主题都偏向
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关心的热点话
题，更贴近民生，也就更能吸引大家
参与。

无独有偶，对于每一年公益市集
的设计就更加考验创意了。蒋蕊介
绍说，今年一方面推出了独具特色的
后备箱集市，连参与车辆都限定为新
能源车，以倡导绿色环保。另一方

面，公益集市还设定了爱成长、爱青
春、爱夕阳三大主体，以期覆盖亲子
家庭、青少年、老年人这三类群体。

“承接的社会组织很用心，希望通过
这样的设计与实践，既能加大对于普
通市民的公益参与兴趣，也能培育出
一批坚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公益伙伴，
在公益伙伴日的舞台上锻炼和展示，
能够在未来独当一面。”

蒋蕊表示，正是连续七年的用
心与创新，让公益伙伴日成为了一
个上海公益成果集中展示的“节
日”。“在上海有书展、车展，都形成
了突出的口碑效应。我们也希望
公益伙伴日在聚沙成塔中再上一
个台阶。在空间上，将举办地公益
新天地打造为地理坐标；在时间
上，将公益伙伴日打造为一个特殊
的节庆坐标，通过这双重坐标汇聚
公益文化，推动上海成为一座有温
度的公益之城。”

公益伙伴日有两类受众群，一类
是普通公众，一类是专业公益人。对
于普通公众来说，最吸引人的莫过于
公益伙伴日上的嘉年华氛围。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伙伴日打破
了以前传统意义上的刻板展览模式，
由公益组织提供素材、空间设计师设
计装饰，将园区内许多间毛坯房打造
成富有民间智慧与趣味的特色展厅。
同时，还将相同领域的参展机构放入
同一房间，并通过服务领域及机构特
点对房间进行统一命名，由专业设计
师志愿者进行整体设计，给参观者以
视觉上的享受，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
体验。举例而言，第二届伙伴日上，公
益新天地3号楼的205-206房间里集
中展示了助残领域的一些社会组织，
房间主题为“从未残白”，通过设计师
对室内房间的简单设计表达出社会对
残障人士的关注，以及鼓励大众给予
残障人士融入社会以更大的支持。

但在蒋蕊看来，伙伴日希望的不
仅仅是营造一个嘉年华，同时也要打
造一个思辨场。每年，伙伴日上都会
开展一系列的专业论坛和沙龙，面向
的对象绝大部分是专业观众，业内专
家、从业者、媒体观察员等汇聚一起，
深度探讨慈善与金融、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治理等专业议题，而这些研讨的
成果，也会在闭幕后汇编成册，对外
发放给有共同需求的读者。

“不仅如此，这些沙龙和论坛我
们局里的各个处室都会参加，这也成
为了从业者和政府深入对话的契
机。”蒋蕊说，基于对话的内容，社团
局也梳理出了每年社会组织关心最
多、诉求最多的重点，并有针对性地
开展相应主题活动，“我们前不久就
开展了系列培训班，包括社区基金会
的负责人培训，还有基金会秘书长的
培训，这些培训安排都是根据伙伴日
上的需求而开展的。”七年来，公益伙伴日的支持单位

多达十几家政府部门，包括市文明
办、团市委、市妇联、市教委、市商委
等等，这些“政界朋友”也成为了强有
力的公益伙伴。

去年公益伙伴日启动的重头戏，
就是市民政局、团市委和市体育局三
方伙伴“牵手”的成果。一队队身穿
统一队服的青年人从上海公益新天
地出发，穿梭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
开展上海公益伙伴日全城热益定向
赛，位于公益新天地园的主会场与遍
布全市的160多个分会场，通过参赛
选手们奔跑的足迹被串联到了一起，
扩大了社会的参与面，形成了广泛的
影响力。

“我们发现，以公益的名义去和
不同部门的伙伴合作，所有的事情都
变得更加通畅。”蒋蕊举例说，和地铁
方面的合作也是一场成功的“伙伴牵
手”。比如，去年的公益伙伴日首次
迎来了“公益列车”的运行。在公益
伙伴日开幕之前，由市民政局与申通
集团联手打造的上海首列“公益专
列”在轨道交通四号线上正式启动，
向全市发出慈善倡议，传播公益理
念。

“选择四号线，是因为它是环城

线路，与我们打造‘公益之城’的理念
更为契合。”而在具体合作上，地铁方
面更是给出了十足的对于公益的诚
意，“打造一部公益列车所用的包装、
喷绘等价格不菲，但是申通集团与我
们的合作是基于公益性质的，他们甚
至还提供了很多灯箱广告用于宣传
公益伙伴日。今年，我们在去年基础
上，动员了更多市民参与，从网络上
筛选了近50条公益语录，这些感言
也会出现在今年的公益专列上，在全
城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蒋蕊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级部门齐
心助力公益伙伴日的同时，公益伙
伴日也不断注重和市政府的重点工
作默契配合。2015年，市委大力推
进 1 号课题，在当年的公益伙伴日
上，小区治理的模型就被搬到了公
益新天地的舞台，各类伙伴在现场
展示公共话题，进行市民商议，并共
同探讨如何解决。而在今年的现
场，则会重点展示和探讨社会组织
如何参与对口支援，这同样也是市
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社会组织有
其独特的优势，他们能够更敏锐地
发现当地实际需求，更广泛地募集
社会资金，并实现更通畅灵活的运
作机制。”蒋蕊评价说。

“很多人将上海形容为‘魔都’，
如果她拥有七彩的魔力，那么公益一
定是其中重要的一抹色彩。”1999
年，在各种社会需求的碰撞中，上海
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应运而生。此后，
上海的社会组织发展迎来了快车道，
紧接着依托筹办世博会的契机，公益
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中。于是，在
2011年，上海诞生了一个重要的公
益品牌——公益伙伴日。

公益伙伴日，顾名思义，就是将
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爱心人士等各
类“伙伴”汇聚一堂的盛会，旨在通过
公益慈善项目展示、联合劝募、高峰
论坛、公益招投标、公益沙龙、公益市
集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促成和巩固
伙伴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对当时的
上海来说，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公益创
新尝试。在第一届伙伴日上，近80家
社会组织、20家基金会、7个政府机构
和11家企业连续三天在上海展览中
心设摊展示，同时各自寻求合作伙伴
和合作机会。对这些社会组织来说，

“伙伴”和“机会”意味着生存与发展。

而如今，公益伙伴日不知不觉走
过了7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伙伴”加
入，各种各样的“机会”也接踵而至。
在上海市社团管理局局长蒋蕊看来，
这个上海的公益品牌正在发挥着四
重作用。“首先，公益伙伴日搭建了一
个广阔的平台，让公益伙伴在这里相
遇。”无论是展示自身发展，还是弥补
信息盲点，抑或推动公益项目合作
等，这个平台都能发挥特别的作用。

其次，在伙伴日上，各类参与方
有机会进行深入的互动。“你具备什
么，我需要什么，第三方可以如何参
与，这些都能面对面地清晰探讨。”同
时，公益伙伴日还有第三重提升作
用，即以各种理论与实务讲座帮助各
类群体不断提升业务水平。

最重要的是，公益伙伴日还是一次
公益理念传播的良机。“从第二届开始，
公益伙伴日固定在公益新天地举办，这
里是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旧址，拥有着
百年历史的育婴堂，如今改造为上海的
公益地标。在这里传承和传播公益理
念，是再合适不过的。”蒋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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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局长蒋蕊。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