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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2022第四届北京国
际公益广告大会上，《2021年度中
国演艺明星公益观察报告》（简称
《观察报告》）发布。

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原中
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研究撰写的这
份《观察报告》显示，5年来，在
多方合力下，演艺明星公益已逐步
形成自己的独特方式，成为我国公
益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
正在朝着愈发规范、专业的方向
发展。

演艺明星公益步入转型期

“过去5年中，演艺明星捐赠
方面，无论从人数规模还是捐赠金
额，整体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观察报告》 相关内容显示，自
2017年至今，演艺明星从事公益
活动可调动资源较为丰富，资金、
资源较为充裕。越来越多的演艺明
星、文化工作者，特别是新生代力
量，带动了公众筹款和更多企业资
源进入公益行业。

在相关公益活动开展过程中，
公益机构主导、演艺明星辅助合作
仍是主要运作模式。演艺明星大多
通过为项目提供影响力和资金支持
的方式参与公益项目，而公益机构
则为演艺明星提供了合规的捐赠
渠道。

与此同时，“粉丝”应援活动
规模扩大并走向成熟，越来越多

“粉丝”组织选择以演艺明星的名
义做慈善、开展公益活动，从最初
跟随明星脚步逐渐变成主动组织公
益活动。

《观察报告》显示，在打赢脱
贫攻坚战后，政府工作重心、社会
关注议题进一步升级转向乡村振兴
与共同富裕。演艺明星公益也开始
步入转型期，在吸引社会关注，带
动各界力量一起深度参与社会建设
方面，起到良好的宣传和带头作
用，“脱贫”“助农”成为当前明星
慈善关键词。

与此同时，演艺明星公益在环
保领域一直保持热度，在呵护自然
生态、选择低碳出行和节约能源资
源等方面践行程度较高。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
公益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包括演
艺明星公益在内的公益事业加速发
展，通过捐物、捐款等力所能及的
方式，众多艺人参与了各种类型的

“抗疫”公益活动。
此外随着移动互联网成熟、直

播兴起助力公益新业态和新场景发
展，为演艺明星互联网公益创造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带来了明星公
益参与方式的多元化，其实践方式
也更加丰富和透明。

“按需捐助”模式渐起

在过去的5年中，明星公益的
理念日渐成熟，捐赠行为精细化，

明星在参与公益行动时更趋谨慎。
《观察报告》提到，从演艺明星

公益项目来看，公益机构仍是主要发
起者。2017年，由公益机构发起的
演艺明星公益项目占据当年项目总量
的半壁江山。此后，随着明星公益项
目逐步规模化，项目发起方也呈现多
元化的趋势，但由公益机构发起的项
目数量始终维持在30%以上，2021
年再度突破40%。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90
后”“00后”演艺明星相关公益基金
发展迅速，通常由明星本人或“粉
丝”发起，聚焦于某一细分公益领
域。基金长期接受粉丝捐款，有助于
开展规模大、持续性强的公益项目。

《观察报告》 显示，2017 年至
2021年，教育发展、医疗卫生、社
会倡导、扶贫助困仍是最受关注的四
大领域，但近两年这“四大议题”项
目数量占比增速出现放缓甚至下降趋
势，演艺明星公益关注焦点转移至抗
击疫情、救灾领域。此外，“碳中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议题收获
大量关注。

在参与公益方面，演艺明星公益
的一大变化是实物捐赠增加，精细化
程度更高，公益项目注重精确地掌握
受助者需求，甚至深入受助者内心世
界，实现情感链接，赋予受助者更多
可能性。综合来看，一种“按需捐
助”的模式在逐渐兴起。《观察报
告》发现，2021年，实物捐助是演
艺明星捐助的主流形式，占比接近
50%，其次是捐款和知识技术型援
助。明星公益多元化、细分化、纵深
化趋势凸显，明星更聚焦受众实际

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演艺明星公

益带动了更多人参与公益，但其短期
性、难持续现象仍然突出。此外，明
星及“粉丝”群体在参与公益实践时
往往缺乏成熟的管理机制与合规
意识。

《观察报告》 指出，2021 年，
78%的演艺明星公益项目没有财务管
理方面的制度和文件，69%的项目并
未对项目资金的使用、运作情况进行
公开，且有近一半的项目缺少专业团
队运营。

针对明星公益在参与深度及持续
性上有待提高，其规范性仍存在较大
提升空间，《观察报告》认为，当前
亟须政府、公益机构及其他公益主体
形成合力，解决明星公益专业性与合
规性痛点。

演艺明星公益需理性看待

缺乏传播资源和能力是众多公益
组织面临的十分直接、显著的难题，
而演艺明星向来是各大传播主体争抢
的稀缺资源。《观察报告》指出，公
益组织与明星的合作当前仍处于磨合
期，公益组织通过有效的传播推动筹
款是非常必要的，其与演艺明星合
作，本质上是依靠由此获得的流量给
机构带来筹款增长或传播声量。

调查显示，一方面，公益机构邀
请演艺明星合作较为依靠私人关系；
另一方面，明星在选择合作机构和捐
款时，也会考虑该机构的名气和声誉
与自己是否相匹配。据业内人士介
绍，曾经有一位演艺明星找到一家规

模人气都较为一般的基金会，希望针
对某个具体问题捐款，但一再要求匿
名捐赠，不进行任何宣传。

在与演艺明星合作时，公益机构
也有自己的顾虑，粉丝量级、舆情情
况、风险程度是被考虑最多的三
要素。

《观察报告》认为，公益组织应
通过加强与不同主体的合作来补全

“市场化不足”的弱点，完善大众传
播的商业逻辑并提升相应的能力。同
时建议理性看待演艺明星公益，保持
开放包容，完善行业评价机制，鼓励
演艺明星投身公益。此外，结合演艺
明星公益的特点，公益组织还可以探
索与演艺明星团队合作共建培养、留
住公益人才的机制，为行业长远健康
发展提供条件。

此次发布的《观察报告》首次提
出了“明星公益核心生态系统模型”
的概念，在该生态系统的支撑下，明
星公益事业的发展得以实现“新陈代
谢”，实现良性运转和循环。报告认
为，准确认识和把握明星公益生态系
统的现状，将有利于持续优化和改善
行业发展环境，推动明星公益实践可
持续发展。

此外，该报告还强调，要加强对
演艺明星社会责任教育引导，探索双
赢公益发展模式，例如积极探寻社会
企业发展模式。“在追求企业社会责
任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公
益行为寻求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平
衡，而考虑到演艺明星创设企业的普
遍性，寻求社会企业的样态转型或将
成为演艺明星公益生态构成中不可忽
视的一环。”《观察报告》如是说。

近日在京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演艺明星公益观察报告》显示——

明星公益正迈向规范化发展
本报记者 顾磊

今夏旅游旺季，海南省多地正在
经历一场抗疫大考。面对严峻的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一批又一批志愿
者挺身而出，披星戴月、步履不停地
构筑起一道联防联控的坚强屏障。他
们中，有本土的巾帼力量，更有滞留
当地的“外乡人”。

“已经登上返回上海的飞机，临
时被通知航班取消。”记者电话联系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陶
坤时，他刚刚结束3个小时的志愿服
务。8月6日，一家人滞留三亚后入
住隔离酒店。

当得知很多外省市的医疗队员都
来支援海南抗疫，陶坤毫不犹豫地向
酒店相关负责人表达了“想当志愿
者”的强烈意愿，“我是一名党员，
又是一名医生，有着一线长期抗疫的
经验，理应为三亚疫情防控尽一份心
力。”

同样感到义不容辞的，还有19

岁来自武汉的周世勋。当年全国各地
的医务工作者和爱心人士前去支援武
汉，如今他也想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帮助三亚人民。

周世勋告诉记者，他从8月4日
开始做抗疫志愿者，负责核酸信息采
样。早上6点到社区集合，一天最多
要给上千个样本采集管贴标签，有时
还需要挨家挨户爬楼上门做核酸检
测，“真的很累，天气热不说，脱了
防护服之后，衣服、裤子甚至鞋里面
都让汗水浸湿了。”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很多
像陶坤、周世勋一样的滞留旅客自发
成为志愿者，他们平凡如微尘，却璀
璨似星光，默默守护着他人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与此同时，在海南各地，一批批
来自各级妇联的“巾帼志愿者”持续
奋战在抗疫一线。

赶在 6 时 30 分核酸检测开始

前，摆好桌椅、穿上防护服、备齐试
管……8月 10日，海南省妇联援助
三亚抗疫一线的隋耀达、刘晓晖等8
名志愿者，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在
海棠区永宁社区开启了新一天的志愿
服务工作。

时间不等人，一项项准备工作有
条不紊。伴随着大喇叭喊出“大家下
来做核酸”，居民们陆续前来排队。
其间，遇上网络卡顿、手机故障等情
况，志愿者第一时间帮助解决。为避
免因分到不同试管导致结果出具时间
不同，他们尽量安排亲子家庭同管
检测。

“抗疫一线的每一天都是繁忙又
紧张的，可哪怕再苦再累，也没有一
个人掉队。”隋耀达告诉记者，基层
是抗击疫情的主战场，也是服务群众
的最前沿，尽管他们是一支年轻的队
伍，但每个人都有为民服务的情怀以
及击退疫情的信心。

记者从海南省妇联了解到，截至8
月 12 日，各地妇联基层志愿者共计
18069人奔赴社区参加志愿服务工作，
汇聚起同心战“疫”的巾帼力量。她们
有的化身“守门员”，在社区卡点值班
值勤，落实进出人员信息核查登记；有
的变身“讲解员”，主动宣传疫情防控
最新政策，解答群众疑问；还有的当起
了“协管员”，帮助社区维护核酸检测
采集秩序，为老弱群体提供帮助。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为有效帮助广
大群众缓解和降低因疫情引发的各种心
理干扰，海南省妇联除开通24小时公
益心理援助热线外，还上线了孩子心理
安全感直播微课堂。同时，各市县妇联
通过“云互动”传递关爱，以自制绘本
视频、指导家庭劳动教育、组织亲子创
意手工等方式，给长时间居家不能外出
的孩子送去温暖。

记者还获悉，分布在海南省各地的
3.6万名“妈妈环保团”成员和1.39万
名“妈妈训教团”成员也都就地转为抗
疫巾帼志愿者，辅助医护人员为行动不
便的老人、残疾人等进行上门核酸采
集，同时为加班加点工作的抗疫人员制
作营养盒饭。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志愿者的日
夜坚守，让无数人在这次疫情中倍感温
暖，相信胜利就在不远的前方。

战“疫”同心“琼”尽全力
——志愿者全力援助海南抗击疫情

本报记者 赵莹莹

逛逛琉璃厂、喝口大碗茶……
8月10日下午，35名来自新疆和田
的孩子在“北京爸妈”的陪伴下，开
启了一次老北京文化之旅，亲身感
受岁月深处的地道“京味儿”。

走在古色古香的琉璃厂文化街，
听着传奇故事，看着琳琅满目的古玩
字画，眼前是与家乡风光全然不同的
景象，兴奋不已的孩子们拉着“北京
爸妈”东走西看，处处充满好奇。

极具“京味儿”文化特色的老舍
茶馆内，在老师手把手地指导下体
验金石篆刻，每个孩子都学得有模
有样，尽最大努力把“京”“和”两个
字刻在石料上；在汲古阁，他们近距
离观摩碑帖拓片的制作流程；在戴
月轩，了解了湖笔的制作技艺，对中
华传统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

“这些孩子是 2022 年‘京和一
家亲’融情夏令营的营员，也是‘我
在北京有个家’公益项目的受助学
生。”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韩鹭说，此次活动以传统文化为载
体，让和田的小朋友能够近距离感
受北京的文化气息，感受我国传统
文化深邃的内涵，从而进一步增强
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同时，通过这次
活动，也让和田的孩子和他们的“北
京爸爸”“北京妈妈”得以近距离接
触和交流。

活动当天，曾在和田技师学院
援疆两年的北京教师裴怀宝特意带
着自己的孩子赶来，受其资助的和
田小姑娘阿比达开心地告诉大家：

“我在北京也有家、有爱我的亲人。”

记者了解到，“我在北京有个家”
爱心团体中，有超过1.5万名像裴怀
宝一样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他
们以北京对口支援地区困难青少年为
帮扶对象，在传统“一对一”资助助学
金的基础上，通过精神关爱与呵护搭
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爱心桥梁，
让困难家庭的孩子感受到来自北京亲
人的关怀与温暖。

2019年，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我在北京有
个家”公益项目，至今累计募集捐款580
余万元，惠及新疆和田、西藏拉萨、青海
玉树、内蒙古赤峰等地区的困难学生
1784名。爱心团体成员通过结对认亲、
融情交流营、书信往来等方式，与受助
学生定期联系，哪怕远隔千里，却像亲
人般紧紧连在一起。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项目组工
作人员期待着，能有更多爱心人士成
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的“北京
爸爸”和“北京妈妈”，让边疆的孩子

“在北京有个家”，与更多小朋友一样
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大手牵小手“京和一家亲”
——和田娃与“北京爸妈”感受“京味儿”暑假

本报记者 赵莹莹

本报讯（记者 范文杰）8月 5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召开第三届“宁
夏慈善奖”表彰大会，对近年来在脱
贫攻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助力乡
村振兴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王兰
花、党彦宝等33个（名）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进行集中表彰。

近5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共
募集慈善资金（物资）价值50多亿
元，实施慈善项目1400余个。实施
社会组织精准脱贫工程，通过项目
帮扶、志愿帮扶、捐赠帮扶、就业帮
扶、产业帮扶等方式，累计引导
2074家社会组织投资42.56亿元实

施帮扶项目2377个。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以来，当地社会组织、慈善力量、志
愿服务有序参与，捐赠疫情防控资金
1.73亿元、物资407.96万件。

下一步，宁夏将支持行业性、枢纽
型慈善组织实施品牌慈善项目，创新

“互联网+慈善”，健全政府救助与慈
善衔接联动机制，围绕民生改善、乡村
振兴、基层治理、教育帮扶等领域，鼓
励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投
身慈善事业发展。

表彰大会现场，多位获奖者表示，
将继续围绕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教育
均衡发展等领域开展工作。

“宁夏慈善奖”表彰大会在银川召开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华润健康乡村公益
项目“岐黄乡村行——基层中医
能力提升工程”日前在江西中医
药大学举行启动仪式。作为一项
守护乡村妇幼健康的有力举措，
该工程将加快推进中医技术进基
层，让更多地区的妇女及其家庭
得到更优质的健康保障，为乡村
振兴贡献力量。

华润健康乡村公益项目由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与华润医药集团于
2020年 9月共同发起。今年，该
项目与江西中医药大学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在专家队伍建设、
中医适宜技术开发和培训、县级医
院中医科室帮扶、乡村医生中医服
务能力提升等方面开展合作。

据介绍，“岐黄乡村行——基

层中医能力提升工程”启动后，华润
健康乡村公益项目将推动中医专家队
伍建设，邀请项目顾问进行指导帮
扶；同时将组织专家编写出版适合基
层需求的中医适宜技术教材、拍摄制
作培训课程，并通过项目学习平台开
展在线公益培训。

该工程还将与江西中医药大学共
同实施一系列针对乡村医生的中医服
务能力提升活动，扩大项目帮扶范围
及覆盖面。同时，组织临床专家和师
资队伍开展下乡义诊、培训带教乡村
医生等活动。

记者了解到，华润健康乡村公益
项目足迹遍布湖北、宁夏、陕西、福
建、江西等10省，线上培训基层医
生超过 300万人次，深度培训村医
200 余人，援建乡村卫生室 13所，
捐赠润心健康包惠及1.1万个家庭。

助力乡村妇幼健康保障

中国妇基会启动中医能力提升培训工程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童伴妈妈”公益项目，多位明星参与其中，陪伴乡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受访者供图）

8月14日，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街道春风社区组织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学
生代表参与社区“小小志愿者疫情服务”活动，在家长们的带领下，孩子们
早早就来到疫苗现场，穿戴好隔离服，做好安全防护后，体验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工作。 贾宁 任晓宇 摄影报道

暑期里的小小志愿者暑期里的小小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