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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既是一个时期的结束，也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我们在

挑战和希望中，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总结过去，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在这一年里，施永青基金（香

港）北京代表处1（以下简称施永青基金）对过去长期开展及资助的三

个项目做出了阶段性的总结及评估。旨在综合评估长期合作项目的实

施情况、价值和意义，总结项目取得的成功经验；检视项目存在的不

足，发现未来的困难与挑战，从而进一步识别出未来支持的方向和策

略；同时也为施永青基金与合作伙伴的未来工作提供参考。

不同于其他资助方同行的做法，施永青基金很少会限定某个项目

的资助年限，而是在选中合适的伙伴、合适的合作领域后，开展持续

性的支持，以期推动更为明显的成效出现。当然，这也逐渐成为我们

的资助策略之一：持续性支持与成效导向。本期年刊将重点介绍三份

评估报告，也是三个资助时间均达七年以上的合作项目，包括甘肃省

镇原县中原乡田站村生态林项目、华夏三亲启蒙教育项目、云南省昭

通市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Ø “甘肃省镇原县中原乡田站村生态林项目”

2014年3月，应当地政府的申请，施永青基金开始在甘肃多个乡镇实

施生态林项目。其中以“镇原县中原乡田站村生态林项目”持续支持

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七年间，在当地种植刺槐生态林共有2600亩。

2022年初，施永青基金委托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完成了

生态林生态效益评估工作。此次主要评估年限在5-7年的刺槐生态林，

故经济效益尚未显著呈现（一般需达12年以上），但生态效益已经十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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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显。生态林的种植，为当地水土保持、固碳释氧、净化大气、森

林防护及营养物质积累都带来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并且依托生态林种

植，由村委会组建起当地村民的种植与防护小组，长期管理维护生态

林，带来更为长久的村庄影响力。而村民用自己的行动切实回应“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家乡环境改善做出自己的努力。

Ø “华夏三亲启蒙教育项目”（以下简称为“三亲教育”）

2022年12月，施永青基金邀请中华女子学院杨静教授及其团队完成

了对该项目的评估工作。与其说是一次结果性评估，我们更愿意用

“一次完整的梳理”来描述此次评估工作。

连续七年的支持，三亲教育已然构建了自有的思想体系，并同步在实

践当中。目前已完成幼儿园阶段的整全的教育体系建设及师资培养体

系；为进一步推动三亲教育在小学落地做出了大量且有益的探索；一

批三亲师资被培养出来，吸引了一批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专家组成了

教师培训团队，为三亲教育的进一步推动打下坚实的基础，只要外界

条件成熟，即可在更大范围推动三亲教育落地乡村实践。

这一次的完整梳理，也让我们从思想体系、理论背景、一线实践到师

资培养，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作为非主流教育范式，我们认为，三

亲教育是当下主流教育重要补充，看到传统经典、自然教育、乡土文

化、情感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也为当下承载着千万留守儿童的乡村

找到一条可行的教育范式。

Ø “云南省昭通市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该项目自2015年启动至今，由施永青基金携手当地政府部门及社会组

织，培养在地服务团队，为留守老人提供服务，带动老年人积极乐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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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施永青基金邀请中央民族大学郭伟和教授及其团队完

成了对该项目的评估工作。借由评估总结的契机，我们更加切实地看

到该项目已实践出一条投入少、成本低、受益广、效果好、可持续、

宜复制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同时也是一条适合广大农村地区去

回应农村留守与老龄双重问题的路径。并且，专家团队也将该项目案

例作为研究成果（《云南省昭通农村居家养老社区互助服务研究》）

提交至民政部，并荣获民政部2022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二等奖。

成效是施永青基金开展项目最看重的一点，持续性支持是我们推

动成效达成的有利措施。成效导向是基金对于公益资金的态度，每一

分公益资金都应该被珍视，并使其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而持续，则

意味着合作伙伴资源来源的稳定，也意味着他们可以有更多探索和就

一个议题开展全面立体工作的条件。2022年完成的三份评估报告，

也明显的体现出施永青基金的资助策略。

随着外界环境和伙伴机构能力的变化，我们的策略也会随之发生

改变，无论怎样调整，成效确是我们最看重的内容，也期待与众伙伴

共同推动公益项目成效的实现！

[1] 施永青基金1994年创办于香港，2008年进入内地开展工作，曾注册北京永青农村发展基金会、

登记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施永青农村发展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2017年11月正式登记为施

永青基金（香港）北京代表处，成为施永青基金此后在内地唯一合法身份。

本报告统一使用“施永青基金”指代过去所有曾使用的合法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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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关于施永青基金

2011年，施永青基金得到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的支持，成立了中国国

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施永青农村发展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公益慈善项目、

支持内地的民间能力建设。2013年，施永青基金注资，在北京市成立了北京永青农

村发展基金会，进一步发展关于“三农"的公益项目。

2017年11月，由北京市公安局颁发证书，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作为业务主

管单位，登记了施永青基金（香港）北京代表处。业务范围为：在教育、经济、文

化和卫生领域，支持乡村综合发展，支持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社会组织、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发展，支持国际化的人文交流、人才培养和人民友好。

恰逢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利好的政策支持，

也让我们更加坚定的去发挥公益基金的责任，推动“三农”问题的改善，为“乡村

振兴”添砖加瓦。至此，基金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施永青基金为1994年在香港登记注册的慈善

基金，其创办人是中原集团创始人施永青先生，

1994 - 2008年，施永青基金的工作以资助其他

慈善机构为主。从2008起，施永青基金开始关注

内地农村，先后在云南、青海、甘肃等地农村开

展项目。

我们的宗旨：
改善中国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为解决三农问题

出一点力。

我们的理念：
通过基金的帮助，能够让贫困的农民舒展自己

的潜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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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资助概况

12,908,680.11 
9 6 65 

3 1,014,685.00 
62 11,893,995.11 

第 5 页



甘肃省
生态林项目

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林木积累
营养物资、净化大气环境、生态林防护

2014 — 2017

2019 — 2021

早前,施永青基金先后在甘肃省多个

乡镇开展增收项目、文化活动器材捐

赠项目，探讨帮助村民发展的路子。

2014年应当地政府申请，施永青基金

在定西市、庆阳市的4个区县（包含8

个乡镇，11个行政村）实施了「生态

林」项目。该项目不仅大大提高当地

森林覆盖率，有效防止水土流失，达

到修复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效果，还可

以美化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乃至苗

项目概述 木长成经济林后，可以为村集体增

加经济收入。

合作单位/机构

中国共产党陇西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镇原县中原乡人民政府、环县虎洞

镇/车道镇/小南沟乡/合道镇/木钵

镇人民政府、定西市安定区外援项

目办公室

资助量

2014-2017&2019-2021年

共1,721,1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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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1.1 当地山体结构示意图

 ①表示河流二级阶梯即塬面的居民区；

 ②表示塬边的山坡；

 ③表示河流一级阶梯；

 ④表示沟洼及河漫滩。

01 种植区域

工作成果

 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田站村，覆盖

田站村南、北面均以为河流为界，其

中北面的胜利沟流域全长约5公里，

该流域的土地除少部分为可耕地外，

大部分均为荒山和退耕地。

2000年，政府在塬边的退耕地（图

1.1中②/③区域）实施了退耕还林

项目；

2014年，由施永青基金支持在田站

村胜利沟流域的沟洼及河漫滩的集

体荒地上种植生态林（图1.1中④区

域）。

刺槐、油松

刺槐

刺槐

300亩

刺槐

该项目在胜利沟流域内生态最脆弱

的沟洼和河漫滩的村集体荒山上，

共栽种2600亩生态林。平均每亩栽

植330-340棵二年生刺槐苗木（见

图1.2）。

02 种植情况

▲ 图1.2 镇原县田站村中原乡生态林建设情况

▲ 图1.3 志愿者协助林木样品采集工作

▲ 图1.4 评估团队进行林木测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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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估报告选取了最早开始且种植规模

最大的项目点（镇原县中原乡田站村）

作为评估案例。



种植情况

02基本结论02 基本结论

评估结果与分析

• 该项目生态效益的物质量相当可

观。尤其是林木营养物质、固碳

释氧两大功能最为显著，反映了

该生态林的种植对当地生态系统

及改善局部地区空气质量均有不

可或缺的作用。

• 该项目生态效益的总价值量达到

286.6万元/年。尤其是固碳释氧、

保育土壤两大功能的生态效益价

值最高，也足以呈现生态林在生

态文明时代即是“金山银山”。

▲ 图1.5 镇原县生态林工程生态效益物质量比例

该评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行业

标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

范》（GB/T 38582-2020），主要从

以下六大功能进行评估计算，生态效

益总物质量、生态效益价值量见下表。

01 结果数据

功能类型 指标类别 物质量 生态林生态效益
价值量

涵养水源
调节水量 2.1×104立方米/年

20.4万元/年
净化水质 2.1×104立方米/年

保育土壤

固土 399.11吨/年

90.8万元/年

固氮 43.1吨/年

固磷 25.94吨/年

固钾 807.8吨/年

固有机质 417.07吨/年

固碳释氧
固碳 80839.84吨/年

112万元/年
释氧 2163.21吨/年

林木积累
营养物质

氮 2054.14吨/年

52万元/年磷 818.02吨/年

钾 581.71吨/年

净化大气
环境

吸收负离子 3.3×1016个/年

9.4万元/年
吸收污染物 0.028吨/年

滞尘

滞纳TSP 0.01吨/年

滞纳PM10 11.01吨/年

滞纳PM2.5 76.63吨/年

森林防护 固沙量 399.11吨/年 2万元/年

*物质量向价值量转换参数主要参照我国权威机
构（如农业部、卫生部等）公布的社会公共数据。

03 对策建议

• 增加生态效益评估的生态林年限

• 强化生态林建设过程中的多方联

动

• 加强生态环境教育

• 完善森林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

偿制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 提高对森林资源保护利用投入，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 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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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三亲启蒙
教育项目

亲情、亲自然、亲乡土，为儿童种下幸福
一生的德、慧、艺三颗种子。

2014 — 2021

项目概述
共同发起单位/机构

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北京凤凰

耕读书院、北京璞育教育社会工作

事务所等多家机构

服务对象

0-15岁乡村儿童/青少年及其家长、

三亲教育一线实践教师

资助量

2014-2021年 共1,988,365.78元

「三亲教育」项目主张教育回归人

性、回归自然、回归科学，通过传

承汲取中国古代礼乐启蒙教化之精

华、秉承陶行知乡村平民教育理念、

借鉴华德福人智学教育思想的基础

上，探索一套能够激发乡村活力，

传承中华文明，开发全脑智慧、培

养立于礼、成于乐、源于人性、符

合人道的中国乡村儿童教育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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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及惠及范围

 ▲ 图2.1 正在诵读经典的孩子们

 ▲ 图2.3 丰收节

 ▲ 图2.2 耕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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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之课程体系

01 核心内容

02 幼儿课程

三亲幼儿课程，包括自然开慧教育、

经典启蒙教育、行为养正教育、四季

农耕教育、心灵手巧教育、礼乐艺养

教育。

*在遵守三亲理念和核心课程的基础上，非常强

调“因地制宜”和“创造性”开展课程，充分发

挥在地特色和老师的特长，发展出多彩的课程。

03 小学课程

截止2022年12月，小学阶段的三亲

教育实践只开展到小学四年级。语

文学习依然延续经典诵读。

而小学阶段实践的重中之重在于完

成“数学”课程改革和实践。

04 师资培训体系

① 专题讲座：输入知识、启迪智慧

② 外部培训：借脑开智、兼收并蓄

③ 参与式讨论：互动交流、内力激

活

④ 案例讨论：面对问题、总结经验

⑤ 观摩分享：相互借鉴、活学活用

⑥ 制定方案：滚动制定、持续改进

【特点】

• 基于心法的修行式学习；

• 以修德为本的行为养成学习；

• 激发内生动力的参与式学习；

• 道法自然的四季耕读教育；

• 基于观摩体验的知行统一学习。

03 小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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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老师的变化

“三亲教育”最直接的受益人是孩子。

“三亲教育”对孩子的行为举止有

着积极向好的影响，并且学习的内

驱动力和综合能力等均有较明显提

升。

  项目成果之人的成长变化

01 孩子的成长

02 家长的变化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孩子是家长

的影子。家长们就因孩子而接触了

“三亲教育”，又因“三亲教育”而

改变了自己。在“三亲教育”的影响

下，大部分家长反馈个人心态和行为

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家庭关

系的改善是很多家长都提到的共性

变化。同时也让家长提升了教育意识

和教育智慧。

三亲教师是确保“三亲教育”成

败的关键所在，因此，“三亲教

育”中极其重视教师的培养。在

七年的实践中，一批一线老师茁

壮成长，包括教学上的成长：用

“心”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增强、

教学方法灵活创新的能力提升、

学习内驱力增强。

 ▶ 孩子变化高频词

▶ 家长变化高频词

老师变化高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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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
亲自然
亲乡土

    “三亲教育”项目通过各方协力的七年，

探索实践了一个中国未来的教育事业，这个

事业和陶行知的教育实践相互呼应。振兴乡

村教育或者乃至中国教育，是“三亲教育”

探索的核心。

u 该项目凝聚了一群为理想共事的人；

u 提出一个贯古通今的“三亲教育”思想体

系；第一层：提出了“三亲教育”理念;

第二层：构建了围绕“三亲”概念思想体

系；第三层：提炼出了三亲教育的核心教

育观。

u 建立出一套源于心法的、全生命的（身心

灵发展）、完善的课程体系；

u 培育了一批有仁心的师资火种；

u 让一群人受益成长；

u 在政策趋势下，“三亲教育”走在前沿,

并已经做出了实践尝试；

u “三亲教育”是新的教育探索；

u “三亲教育”开枝散叶，尝试了多种教学

模式；

u 耕读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初现端倪；

u “三亲教育”播下星星之火！

项目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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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昭通市
居家养老服务

项目

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 特色养老模式

2015 — 至今

「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是施永青基

金和当地政府部门与县域社会组织

合作实施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类公

益项目，旨在通过建立农村养老服

务队伍，促进村庄内部多元主体参

与，活化村庄关系，逐步实现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项目概述
合作单位/机构

水富市人民政府、永善县人民政府、

昭通市永青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合

作自2016年-至今）

服务对象

农村留守老人——特指“成年子女

外出务工或异地工作或经商超过六

个月以上导致留守在家的60岁以上

的农村老人”。

*一般来说有三种不同类型：夫妻留守、

独居留守和隔代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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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入情况

资金支持单位 内容 时间 资金量

水富市政府 水富市服务人员服务补贴
（200元/人/月） 2015年9月至今 1,918,997.00元

永善县政府 永善县服务人员服务补贴
（200元/人/月） 2016年1月-2020年12月 547,673.00元

小计 2,466,670.00元

施永青基金

昭通永青中心运营行政经费 2018年到2022年 1,521,722.12元

居家养老服务相关能力建设 2016年11月到2022年3月 686,695.47元

水富市农村居家养老项目
（包含活动、服务人员补贴

等费用）
2015年9月到2022年12月 2,847,165.87元

永善县农村居家养老项目
（包含活动、服务人员补贴

等费用）
2016年1月到2022年12月 1,092,682.29元

小计 6,148,265.75元

总计 8,614,935.75元

惠及范围及人数

时间 水富县（人） 永善县（人） 合计（人）

2015年 470 0 470

2016年 591 104 695

2017年 1327 105 1432

2018年 1541 1036 2577

2019年 1633 714 2347

2020年 1790 516 2306

2021年 1852 786 2638

2022年 1852 786 2638

从2015-2022年，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覆盖了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市4个乡

镇21个村社，昭通市永善县4个乡镇7个村社，所覆盖留守老人人数如

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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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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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服务模式运行机制

项目经验

昭通市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政社互动、双轨运行、村社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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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四种服务模式

① 村两委主导-社区资源发掘能力

强的模式类型

② 村两委主导-社区资源发掘能力

弱的模式类型

③ 村民服务队主导-社区资源发掘

能力弱的模式类型

④ 村民服务队主导-社区资源发掘

能力强的模式类型

（见下图所示）

 ▲ 图3.1 十个村庄的服务模式

03 关键要素

Ø 社区伦理情感纽带是村民加入

服务队的初衷；

Ø 通过培训提升能力是服务人员

持续开展服务的内在动力；

Ø 发挥骨干的纽带作用是组织动

员老人参加活动的核心机制；

Ø 形成团队是社区互助养老持续

发展的组织化基础。

 ▲ 图3.2 工作人员走访服务对象

 ▲ 图3.3 端午节“三朵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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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社互动
双轨运行 
适度专业
村社融合
激活传统

    昭通市农村居家养老服务项目适合当前

农村养老现状、符合国家政策规划、通过适

度专业化带动在地准专业人员和志愿人员，

激活地方文化资源，服务农村留守老人。找

到了一条成本低、效果好、宜推广、可持续

的农村居家养老社区互助服务的养老模式：

u 通过政社互动、双轨运行、村社融合的运

行机制，找到了一条适合西部地区农村发

展状况的多方参与、共治共享的农村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思路。

u 注重挖掘农村传统文化资源和社会组织资

源，找到了一条适合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

的养老服务资源的动员机制。

u 坚持适度专业化和本土志愿服务相结合模

式，找到了一条适合当前中西部地区农村

居家养老与互助养老服务专业化、职业化

发展道路。

u 坚持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的活动理念，

找到了适合中西部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独

居老人老龄化观念的养老服务理念，符合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与养老服

务体系规划》提出的“把积极老龄观、健

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的指导思想。

项目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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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2

直接合作伙伴名单

Ø 政府单位：

甘肃
临洮县教育局

云南
永善县人民政府溪洛渡街道办事处

Ø 其他社会组织：

北京
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北京益创乡村女性公益事业发展中
心

云南
昭通市永青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鲁甸顺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水富市太平镇盐井村为老服务协会
昭通市穆青公益服务中心
丘北县恒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昆明市呈贡区梦南舍可持续发展服
务中心
武定县正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
沧源佤族自治县源心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甘肃
甘肃益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漳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甘肃善泉城乡社区发展中心
民乐县鹏程公益协会
兰州市安宁区云田公益发展中心

兰州遇见未来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嘉峪关同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甘肃兴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康乐崇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酒泉市瑞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兰州益而伊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平凉市众益公益协会
甘肃沁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兰州市安宁区爱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甘肃彩虹公益服务中心
康乐润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四川
成都市花样年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
成都市新都区小童大义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北川羌族自治县大鱼青少年公益发展
中心

青海
玉树州金巴慈善会
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福建
福安市爱故乡青年乡建服务中心
福州市汇贤公益服务中心

陕西
西安市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

湖南
保靖沃土农村综合发展协会

广东
广东省岭南教育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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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街68号七号楼聚龙商

务楼三层B20室

邮编：100027

电话：010-84840930

邮箱：SWCF_BJ@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