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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服务促进中心的相关

负责人向青年报记者表示，公

益基地建设打破了传统的社会

精英公益和救济公益，促进公

益全民化。“公益之心，人皆有

之。公益基地为普通人提供了

一个奉献社会，服务他人，提

升自我的公益服务平台，全面

实现公益服务平等参与，让每

一位公众都能近距离与公益服

务接触。”

同时，公益基地还建立了公

益服务的大平台，提升需求与资

源对接的有效性。以往志愿者参

加的公益服务活动大多是单位或

者社区安排组织的，为了完成任

务往往被动参加，缺乏公益精

神。而在公益基地中，志愿者可

以通过线上线下获取公益服务信

息，然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参

与哪一类公益服务，不再是被组

织或者只能参与有限的公益服

务，打破了公益服务信息瓶颈，实

现了公益服务资源的高效对接。

此外，青年报记者发现，公益

基地已经实现了互联互通，保障

公益事业发展的可持续。公益基

地之间相互联结，协同合力发展，

形成多样化的公益力量相互融

合，互通有无的发展格局。

业内专家评价说，这样充分

整合公益服务资源，有利于实现

资源效益最大化，既解决了各公

益组织因时间、人才、活动冲突导

致的活动封闭和资源浪费，同时

通过合作的平台，基地之间资源

共享、合力发展、公益同行，有利

于各个公益基地打造自己独特的

公益服务品牌，互惠互补，提升服

务质量，促进公益事业健康有序

地持续发展。

青年报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
406家公益基地涵盖了科技、教育、
文化、卫生医疗、体育、社会组织、公
共服务、企业、社区等，每一家公益基
地都有一支具有专业素养的志愿者
服务队伍，不论服务对象需要哪方面
的服务，公益基地都会就近根据服务
对象的需求链接、提供专业化的服
务，提高公益服务质量和效率。

同时，公益基地采用需求导向、
问题导向，从最关注、最热点的社会
需求和问题出发，设计公益服务项
目，有效对接公益需求，使得每一项
公益服务都能做到精准化、专业化。

除此之外，公益基地还引入了社
工专业服务理念，全面实施“社工引
领志愿者，志愿者带动群众”联动发

展模式。志愿者在做公益服务时，不
仅仅要将服务对象帮好，更要让服务
对象恢复社会功能，使其遇到类似问
题时可以独立自主地解决，甚至可以
帮助他人解决，实现社工助人自助的
价值理念。

而在公益服务方式上，每一家公
益基地都会根据自身的特点设计公
益服务项目，设置公益岗位，分解公
益任务。有的岗位属于基地长期运
营岗位，志愿者经过培训可以定岗定
时定点做公益基地的管理工作。有
的岗位是专业公益服务，有专业技能
或者特长的人根据基地招募要求报
名参加。有些非长期性的志愿工作，
则采用公益任务形式，标明服务时间
和地点，招募志愿者。

公益基地运营还紧密地与互联
网相结合，通过“公益上海”信息平台
实时上传公益服务信息，使志愿者可
以在线随时随地地获取公益服务的
时间、地点、内容等信息。志愿者足
不出户便可以根据自己兴趣爱好及
专业，选择自己想参加的公益服务活
动，实现公益需求与公益服务精准对
接，这样公益基地为公益服务组织和
志愿者提供一个安全、便利、快捷的
公益服务平台。

同时，在“公益上海”信息服务平
台的支持下，志愿者可以通过公益征
信系统实时对公益基地所开展的活
动及项目进行点评，及时反馈问题，
有利于公益基地进一步调整公益项
目，提高公益服务质量。

以前，有人想做公益不知道怎
么做，去何处去做。随着社会的不
断发展变革，公众对于公益服务的
需求也日益增长，对公益服务的提
供方式和公益服务内容、质量都提
出了新的要求——为实现公益服
务有效对接，公益基地的建设应运
而生。

根据规划，上海市将在2040年
建成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
城。为了充实人文之意，上海市民政
局根据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目
标要求，营造“人人公益、处处可为”
的公益氛围，在去年的公益伙伴日上
正式启动公益基地建设计划，目标是
到2020年底前建成至少万家公益基
地，通过基地对接公益服务与公益需
求，展示公益文化，打造“公益城市”
的名片。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公益基地是
为开展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公益活
动提供支持和服务的平台，同时也是
聚集社会资源、整合专业服务、吸引

广大市民参与公益服务和公益活动
的平台。每一个公益基地都有相对
固定的活动场域，不仅要发挥公益发
展的促进功能，还能够有效对接公益
资源，设计优秀的公益服务项目，开
展公益文化展示及公益服务活动。
同时，每家公益基地还能为每一位志
愿者颁发公益护照，做好公益服务权
威记录。

从公益基地的布局点来看，短短
一年时间，上海市文化、体育、医疗卫
生、社区等踊跃加入公益基地，有的
区县整建制推进，发展迅速，规模在
不断地扩大。

上海市社工协会负责人向青年
报记者介绍了20号公益基地及公益
基地的品牌项目——社工分享计
划。社工协会公益基地是依托社工
协会名义申报的，有专职的工作人
员管理公益服务活动，并且有一支
由社工师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每一位成为社工协会公益基地的志
愿者，都有一本与个人信息相关联

的公益护照。这本公益护照记录个
人慈善捐赠、志愿服务、公益荣誉等
各种信息，是参加各类公益活动评
比表彰、享受支持保障的重要依据，
也是持有人升学、就职等所需志愿
服务时间的有效证明，可以说公益
护照的使用为公益服务记录提供了
制度保障。

为了有效对接公益服务需求，社
工协会公益基地积极与1号公益基
地——上海新闻广播《市民政务通
——直通990》合作，共同打造“社工
分享计划”公益项目，即社工协会公
益基地在上海市社工队伍中招募志
愿者，参加“《市民政务通——直通
990》社工分享计划”，将专业社工在
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具有代表性的案
例以及幕后故事、创新方法、成功经
验分享给市民朋友，让大家认识了解
社工，宣传社工理念，同时运用专业
的社会工作方法帮助大家解决生活
中遇到的困难，做到助人自助，一举
两得。

建万家公益基地让公益处处可为

上海2020年建成万家公益基地
打破精英公益
促进公益全民化

以专业化提升公益服务“含金量”

8号公益基地慧芝湖邻里中
心、20号公益基地社工协会、43号
公益基地长庚家政服务中心……
为了促进公益服务便利化、着力建
设公益之城，上海市民政局在去年
公益伙伴日上启动了公益基地计
划，短短一年间已经挂牌了406家
上海市公益基地。公益基地建设
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精英公益和救
济公益，促进公益全民化，更以专
业化提升了公益服务“含金量”。
根据规划，2020年将建成万家公
益基地，让“人人公益处处可为”成
为现实。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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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益服务促进中心联合上海多家公益基地保障公益赛事顺利进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