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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辉基金会（筹）2015 年工作年鉴 

（2015 年 8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1 日） 

 

红兵、何进、周坚、晓丹、释文文、启明、庆川、阿紫、老天……是一群探

索自己、探索社会、探索未来的人，彼此并不熟知和了解，在 2015 年 8 月 1 日

之后，共同经历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为了孕育一家全新的基金会，我们原本在

黑暗中摸索的手，终于紧紧地握在一起。 

 

第一部分 我们回应的社会需求是什么 

 

起点：帮助过去、现在、未来那些因为帮助别人而陷入困境的人。 

 

2015年 8月 1日 

基于良善人群长期持续的付出，他们是改变社会人际冷漠的有效主体，通常

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成为周边人群的意见领袖，这群长期温暖他人的人，在遇

到困境（困惑）时，不应得到冷漠和忽视，支持这群人处于正常良好的生活状态，

让他们对当今人际冷漠日趋严重的社会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力，是更为紧迫的

公益行动。 

 

2015年 8月 4日 

今天的人际冷漠现象是每一个公民造就的，所以改善人与人关系也是每个人

的责任，以上使命和愿景远不是建辉有能力所能达成，而靠广大良善人群的共同

努力，而愿意帮助他人的良善人更是生力军。 

良善人是未来良知网的节点，是改变社会的有效主体，是大众主体的有效部

分，但是他们很多时候处于待机状态，需要维护和保养，否则他们的产能和影响

力无法正常发挥。 

正常的社会，爱出者爱返这一真理在世界上是恒久行得通的，这群长期温暖

他人的人，在遇到困境时，不应得到冷漠和忽视。他们值得拥有这份支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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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应被忽略。无法想象如果这群人没有得到关爱，中国的其他公益能正常进行，

因为社会的良知已被蒙尘，社会生活中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 

 

2015年 9月 10日 

社会生活中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 

 

2015年 10月 19日 

德兰修女说，人类的不幸并不是贫困、生病或饥饿，真正的不幸是当人们生

病或贫困时没有人伸出援手。而我们认为，更大的不幸，是那些长期援助他人的

行善者，在他们生病或贫困的时候，没有人伸出援手。 

 

2015年 12月 1日 

老天：个人行善者遇到了困难，导致有效性和持续性出现问题，影响到他们

自身的生存质量。 

郭婷：社会原子化，社会资本普遍需要重建。公益领域在应对社会道德崩溃

的难题时存在组织慈善占据大量资源却失灵/个人慈善有效却资源严重不足的问

题。 

释文：中国人普遍缺乏感知他人痛苦并付出行动去关怀他人的能力。  

周坚：中国的主流文化对人性中的善（善心/善行）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 

阿紫：中国很多人具备善心，但是善心转化为善行的过程中却存在很多障碍

（媒体对负面的放大、外部环境的认同和支持匮乏）或者善行未能得到认可和接

纳。 

红兵：1，中国社会的整个道德底线坍塌；2，中国公益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

题，未能担当回应社会问题的责任。 

 

第二部分  使命及愿景 

 

一、2015 年 07月 30 日 

使命：1、与有良知的人一起改善中国人与人的关系；2、拒绝冷漠，守护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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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3、守护良知底线，倡导爱与关怀。 

愿景：1、人与人和谐共处，人们充满安全感和幸福感；2、在当今社会文化

和精神氛围弥漫着雾霾的环境下，感召到更多人向良知者致敬，与良知者同行，

从而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令到社会良知网络成为社会和谐兜底的底线更为夯实，

让良知者有力，悲观时前行。 

目标：1、支持长期持续关怀他人的普通人，影响更多人与他们同行，成为

有良知的公民，从而净化国人精神土壤，让人们充满希望、收获幸福。2、培育

和支持长期帮助他人普通人，让更多的人回归善良本性， 

 

二、2015 年 09月 09 日 

使命：与良善者一起，引领更多人关心他人。 

愿景：人与人互相关心，人们感到安全和幸福。 

 

三、2015 年 09月 25 日 

愿景 1:建辉基金会致力于成为关怀其他个体生命的良善人，在自身遇到困

难挫折时获得支持的精神家园，从而令他们爱人如己的精神得以致敬和弘扬，由

不断扩张良善人的点滴汇聚成为良善的社会主流。 

使命 1：感召更多人向良善人致敬（传播价值观、对良善人是五层次需求的

尊重需要得到满足，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社会满腔热情）、与良善人同行（对良

善人是不孤独，爱与归属需求）、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使命 2：建辉基金会与身体力行、持续舍己助人的良善人（良善人该词有待

论证）一起（红兵提出与良善人同行），传递和倡导爱人如己（诸如舍己助人、

人性之美、生命之美等词）的精神，实现人与人互相关心和帮助。 

 

四、2015 年 10月 17 日 

愿景：致力于成为行善者的精神家园，让爱别人如同爱自己的精神成为社会

主流。  

使命：感召更多人向行善者致敬、与他们同行、成为他们的一员。  

目标：为长期援助他人而自身面临困难的行善者提供支持，传播和倡导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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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如己的精神，让人与人重归生命共同体关系。待确定的其他目标： 

1、社会生活中，人们互相关心和帮助。   

2、人人愿意对他人的困难施以援手，让爱心转化为行动 。   

3、让更多的人了解行善者，支持他们，逐步扩大形成人人是行动者，也是

收获者的良好体验网络。 

4、为长期援助他人而自身面临困难的行善者提供支持，传播和倡导爱人、

爱己的价值观，让人与人重归生命共同体关系。 

 

五、2015 年 12月 13 日 

目标：通过对当前中国个人慈善活动的了解分析，探索构建一套支持系统，

使欲行善者可行善，助已行善者继续行善，引领中国公益领域中的个人慈善行为

的持续和推广，善行天下，行善不孤。 

 

六、目前版本： 

愿景：致力于成为行善者家园，让爱人如己的精神成为社会主流。  

使命：感召更多人向行善者致敬、与他们同行、成为他们的一员。  

目标：支持行善者，让更多的人行善。 

年度目标：通过对社区内的个体行善者的了解分析，与在地组织探索构建一

套支持系统，以促进社区内个人慈善行为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人与人之间互相关

心帮助的良好风尚。 

季度目标：支持在地组织展开对该社区个体行善者的信息收集与整理，了解

分析社区内个体行善者的生存现状及真实需求，共同探索对个体行善者的支持模

式，并与在地组织建立信任和支持的关系，达成长期合作意向。 

 

第三部分  打动我们的传播语 

 

1、德兰修女说，人类的不幸并不是贫困、生病或饥饿，真正的不幸是当人

们生病或贫困时没有人伸出援手。 而我们认为，更大的不幸，是那些长期援助

他人的个体行善者，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人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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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众人抱火的，不可使他冻毙于风雪；为世界开辟道路的，不可使他困

顿于荆棘； 

3、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富到不需要他人帮助，也没有人穷到不可以帮助他

人； 

 

第四部分  对服务人群的定义 

 

一、2015 年 07月 30 日 

建辉火苗为独自、长期、持续的关怀他人的普通人。 

 

二、2015 年 09月 25 日 

1、从公益范畴区隔：建辉专注于人范畴，而非事范畴；  

2、再从服务对象区隔：建辉关注强者，非贫穷、疾病、残疾、灾民等弱势

群体； 

3、再从服务对象的行为区隔：建辉关注直接帮助法定义务之外的个体生命，

非间接帮助、法定义务之内、公共利益； 

4、进一步从服务对象的特点区隔，建辉关注自发、持续、舍己程度较深的，

非自发、突发随手、舍己程度较浅的； 

5、从不同的支持方向区隔，建辉支持良善人爱人一样爱己，支持公众像爱

己一样爱人，以使良善人更好的行善，公众改变人生观与价值观； 

重大注意事项  

1）提升行善专业水平并解决行善后顾之忧以达到更好的行善目的，不在我

们支持的范畴； 

2）改变长期舍己助人的强者的行善观和公众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是为我们的

目标，尊重是爱的前提，违反这一前提，会偏离我们的定位。 

服务对象分类 

第一层：挽救弱者生命（拾捡残疾弃婴、照顾孤寡老人）     

第二层：挽救他人生命（蹲点河边救人）     

第三层：青少年特例（长期承担家庭和同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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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层：帮助弱者更好（帮人寻子、教育聋儿说话、帮孩子上学）   

第五层：帮助他人更好（义务理发、调解纠纷） 

存疑：1、职务（公或私）之便 ：十年帮助孩子过马路的交警、邮递员送爱

下乡、设立失物招领处的车站服务员、请环卫工人免费吃饭的面馆老板；2、长

期只针对一名对象：拾捡一名残疾弃婴成为母女关系、几十年如一日照顾村里陈

奶奶；3、非见面的直接帮助：个人（非组织）接听自杀热线。 

   

三、2015 年 10月 17 日 

1、长期、直接帮助他人（法定义务之外）而自身面临困难的口碑良好的行

善者 

2、长期、直接帮助他人，具备较大影响力的个人行善者 

 

四、2015 年 10月 23 日 

1、他们不是弱者（非残疾、穷困、灾民等） 

2、他们长期帮助他人（非环保、动保） 

3、他们直接参与行动（非间接） 

4、他们缓解他人痛苦和不幸（非拾金不昧、调解纠纷等） 

5、他们需要帮助 

6、他们处于社会底层 

7、他们口碑良好 

8、他们通常具备：善良、纯粹、同理心、同情心 、爱人如己、勇气、行动、

舍己、付出、温暖、慈悲、抵达人心 等特点； 

 

第五部分  如何支持 

 

一、2015 年 07月 30 日 

支持独自、长期、持续关怀他人且面临困境的普通人实现一个心愿，带动更

多人受良知驱动而关怀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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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 年 08月 4 日 

独自、长期帮助他人而面临困境（或困惑）的普通人（非心智完善、经济不

短缺或有能力克服困境的少部分好人），他们因非议产生的孤独感、因与众不同

产生的来自社会的嘲讽和孤立、因突发重大紧急遭遇经济短缺，建辉可考虑做如

下支持： 

1）建立基于需求的定期线下好人集会互助模式和线上微信群，带来心灵的

归属增强互动，相互支持与分享、及时响应并互助解决遇到的问题、发现和吸引

更多同路人； 

2）引进怡红院模式应对突发意外救援（坏账兜底）； 

3）整合教练技术作为合作伙伴以支持完成团队打造及个人成长； 

4）感召阳光养老保险提供一份保障； 

5）创建社区良善人群的互助； 

 

三、2015 年 09月 09 日 

1、你最宝贵的资源，并不是救助资金，手头最有价值的资源是人； 

2、有哪些还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发现这些需求，并尝试去解决； 

3、实施过程中观察客户的反馈，然后优化方案； 

4、先找出看起来最明显的解决方法然后排除掉，思考打破常规的点子，发

现别人看不见的解决方式，识别别人没有意识到的资源，包装出最独到的产品，

比如建立良善人互助会等。 

 

四、2015 年 09月 25 日 

建辉基金会定位于支持爱人如己的强者像爱他人一样爱己，借助马斯洛的五

层次需求理论，提出支持的五个方向，具体的产品研发有待于大家进一步的研讨。 

1、生理：如生活补贴、医疗援助等； 

2、安全：如保险等； 

3、爱与归属：建设良善人精神家园； 

4、尊重：如通过勋章、点赞等表达致敬等； 

5、自我实现：感召更多的人尤其是接受过他帮助的人成为和他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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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不属于建辉支持范畴：政策倡导、维护权益、能力建设、心理健康等。 

 

五、2015 年 12月 7 日 

借用何进方式，供资金、提标准、做督导。要求实事求是、创新性、可复制、

宜推广、参与式。 

 

六、2015 年 10月 23 日 

建辉基金会倡导和影响社区、大众、政府等各方力量，通过在地合作伙伴组

建“亲友团”或“互助会”，为个体行善者打造一个充满人性关怀的社区支持网

络。通过小额贷款、发放互助金、购买保险等自救或互助的手段，支持面临生存、

发展等困境的行善者走出困境。 

 

第六部分 组织定位 

 

一、2015 年 08月 4 日 

1、与现存几乎所有公益组织的不同在于支持的对象：更多组织帮助的是穷

人、苦人、病人、问题人，建辉支持的是帮穷、苦、病、解决问题的人； 

2、与已经在关心帮助良善人的现存少数社会组织相比，多数仅为荣誉、一

次性奖励，过后缺乏持续关注和支持，生活依然面临孤独和困难，甚至被荣誉绑

架，正常生活受到困扰，因为有了建辉与他们的战略合作和补充，共同致力于打

造良善人群的生态网络； 

3、更多组织在面对社会和捐助人的时候呈现的是产品导向，建辉是客户（捐

助者和关注者）导向，与被支持的良善人群共同构筑我们的产品，这符合建辉感

召更多的人参与并与良善同行，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的愿景，因为他们才是打

造构建人际友好社会的主力军，而非少数被建辉支持的良善人群。所以建辉不只

是关注接受帮助的人的多少，更关注将要参与同行自身成为被致敬对象的人的多

少； 

4、其他已经在英雄、感动人物、好人好事的，更多的呈现一时一事事迹，

建辉通过项目的设计持续支持到人本身，他们良好的在哪里生存，良善就非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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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地在哪里呈现，无需我们更多的要求和指导。在我们支持他们以前，他们一

直在良好的履行作为一个良善人的义务； 

5、多数是助人脱困，也是施者和受者的关系，而建辉是施者之间的互助； 

6、通过对良善人群的有效支持，建立人际友好的生态链，而非仅关注终端。 

 

二、2015 年 08月 27 日 

在公益链条中，公益生产力包括劳动工具、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敦和提供

劳动资料，福特提供生产工具，而建辉提供劳动对象。 

 

三、2015 年 09月 25 日 

目前还没有一家国内基金会聚焦和立足于服务长期舍己为人的人，呈现、传

播其爱人如己的精神，以感动、感召更多人同行，最终确定在行业内所处位置。 

 

四、2015 年 10月 17 日 

1、以公益组织的专业手法，关注个人慈善领域的行善者； 

2、以公益组织的效率  支持遇到困难的行善者  抵达个人慈善的人心。 

 

五、2015 年 12月 1 日 

我们致力于成为中国个人慈善支持系统的构建者和引领者（我们致力于成为

中国公益领域支持个人慈善这一新品类的开创者和引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