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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时光清浅处，一步一安然。回顾 2024 年，一山一水坚

持党建引领把方向、强化治理促发展、提升能力促创新、聚

焦服务做贡献，秉持透明、问责、影响力的机构理念，紧密

围绕社会智库、社区发展和能力建设三大领域，用情于山水

之间,致力于公益事业，以实际行动履行了社会组织的责任

和担当。

2024 年，我们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有关公益慈善的精神，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共组

织开展各类学习 12 次，坚定增强中心的政治判断力和执行

力。

2024 年，我们在省社科联的监督下顺利完成了第五届理

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形成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同时顺利通

过了 5A 级评审、慈善组织认定及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2024 年，我们与 6 个基金会合作实施了 23 个公益项目，

承接了中央财政、政府购买服务及政府培训类项目 10 个，

累积筹款到账资金 5080 万元，其中各类捐赠款项超过 4190

万元，其他收入近 890 万元，各项目受益人数达 51 万人次。

2024 年，我们在“12.18 积石山地震”灾害紧急救援中，

与壹基金等基金会合作，实施了 3600 万元的紧急救援项目；

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我们筹集到 1833 万元善款，主要

用于建房补助、儿童发展、环境保护、生计改善。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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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省民政厅支持一山一水在积石山县主办了“援助积石山

县灾后恢复重建项目捐赠仪式”，为 957 户困难群体发放了

壹基金资助的 500 万元的灾后农房重建补贴，平均每户 5225

元，同时在深圳兴旺达基金会的资助下为 200 户困难家庭安

装了 200 台热水器。

2024 年，我们在在蚂蚁集团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的支持下，在平凉市崆峒区和庆阳市庆城县实施了“蚂蚁森

林植被恢复项目”，共种植山杏、山桃和云杉 350 万株，总

面积达 2.92 万亩。雇用了当地及邻近村镇的农民超过 500

人，有效提升了植被覆盖率，促进了区域生态环境改善与农

民增收良性循环。

2024 年，我们关爱“一老一小的朝夕生活”，在积石山

县组织开展敬老活动 9 场，发放助老物资 490 份。在省内 61

个儿童服务站开展各类儿童关爱活动超过 1 万场。此外，我

们还实施了一个鸡蛋、净水计划、图书角、运动场铺设等各

类儿童项目十余类，让孩子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感受到了更多

的温暖与关怀。

2024 年，丁文广理事长于 6 月份被甘肃省人民政府聘为

“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10 月代表我省社

会组织出席了由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全省东西部协作和

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新闻发布会”并答记者问，同月接受了新

华网专访；12 月出席了“智库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论坛”并在大会上作成果发布报告。党支部书记张宇

应邀代表一山一水在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班上做了“党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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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高质量发展”经验分享。

2024 年，虎孝君总干事被省委统战部聘为“甘肃省新的

社会阶层代表人士”。

2024 年，丁文广理事长带领部分员工系统总结了一山一

水以往 16 年的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凝练出社会组织可借

鉴的“1234 模式”：“1”代表：宏图大志，打造全国一流

社会组织；“2”代表：党建引领，推行党支部+理事会双元

融合模式；“3”代表：以破为立，破冰，破题，破局；“4”

代表：感恩奋进，有情怀、有方向、有干劲、有信心。

2024 年，我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社会组织的责任和担当，

这一路，有汗水、有欢笑、有感动。我们深知，每一步前行

都离不开幕后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离不开社会各

界的支持与信任。

2025 年，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不忘

“公益报国”初心，围绕国家所需、人民所求，全心投入到

公益慈善事业中去。我们期待与更多的爱心人士携手同行，

共同为构建幸福美好新甘肃贡献社会组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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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

2024 年度工作报告

2024 年，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简称“一

山一水”）秉持透明、问责、影响力的机构理念，紧密围绕

社会智库、社区发展和能力建设三大领域，用情于山水之间，

致力于公益事业，以实际行动履行了社会组织的责任和担当。

在政府、基金会、企业、合作伙伴及社会公众的支持下，

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服务西北地区发展大局。现将一山一水

2024 年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党建引领把方向

一山一水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

政治能力，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2024 年党支部共开

展党纪教育 5 次，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 3

次，意识形态学习教育 2 次，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2 次。开展“追寻红色记忆、赓续红色

精神”等主题党日活动 3 次，与省社科联党支部学会部、办

公室、学术部、编辑部党支部开展“党建引领社会组织高质

量发展”主题党日联学联建等支部共建活动 3 次，坚定增强

中心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和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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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治理促发展

一山一水坚持以更加规范的管理筑牢机构可持续发展

战略根基”。2024 年，我们在省社科联的指导下，圆满完成

了第五届理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2024 年我们对《绩效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 7

个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和完善，对中层干部进行内

部竞聘上岗，明确职责分工，优化工作流程，确保各项工作

高效有序进行。

2024 年我们系统梳理了 16 年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凝练

总结出社会组织可借鉴的“1234 模式”：“1”即打造全国

一流社会组织；“2”即推行党支部+理事会双元融合模式；

“3”即完成破冰，破题，破局；“4”即做有情怀、有方向、

有干劲、有信心的社会组织。

2024 年我们努力进取，被评定为 5A 级社会组织，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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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慈善组织，同时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三、社会智库展作为

一山一水社会智库秉持“上通天线，下接地气”的理念，

充分利用实施各类生态环保、乡村振兴、职业教育等项目的

机遇，将发现的问题或总结的项目经验凝练为政策建言上报

省级政府部门，为决策咨询服务。

2024 年社会智库共实施了 11 个项目，积极开展调查研

究、评估评价等工作，形成各类报告 30 份，政策建议 4 份，

其中 3 份被采纳。

（一）评估评价

我们始终秉持专业、公正、客观的原则，致力于提供高

质量的评估服务。

受兰州市及西宁市教育局委托，我们邀请了省内外职教

专家对兰州市 17 所、西宁市 5 所中职学校开展评估评价工

作，通过实地走访等方式，总结办学亮点、分析办学挑战，

提出解决方案，助力两市职业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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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甘肃文旅集团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管理办公室委托，我

们于 2024 年 10 月圆满完成了世行贷款甘肃省文化自然遗产

保护与开发项目终期监测评估工作，提交了 16 份检测评估

报告，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获得了世行社会专家及省项目办公

室的高度肯定。

（二）调查研究

在积石山实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

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地震破坏，为保护并传承这些宝

贵的文化遗产，智库团队撰写了 2 份调研报告，其中 1 份得

到省级领导批示。团队撰写的《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建设是祁

连山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在《调查与研究》总

第 476 期·2024 年第 5 期发表。在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护中心的支持下，对祁连山国家公园酒泉片区的白唇

鹿的种群和栖息地现状，生活习性和行为特征，活动路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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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同域分布的有蹄类种群资源现状及竞争关系、潜在疾

病等进行了调查与分析，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生态保护建议。

（三）政府购买服务

2024 年受崆峒区民政局、临夏市民政局的委托实施了 3

个社会救助服务项目，负责管理 108 名民政协理员开展民政

服务工作，并组织了 10 场培训。内容涵盖社会救助政策、

办公软件操作等内容；受甘肃省森林防火预警中心委托，邀

请智库专家为保护地工作人员开展了 4 期培训，培训内容包

括野生动植物巡护监测、林草业政策法规解读、森林草原防

火预警系统与操作、自然教育等内容，组织开展了 5 期省内

外保护区交流活动。

四、社区发展做贡献

一山一水社区发展部以“灾害管理—生态恢复—生计改

善”的耦合模式为项目设计理念，重点关注灾害管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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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乡村振兴等领域的发展，2024 年我们实施了各类社区

发展类项目 21 个。

（一）灾害管理

西藏日喀则紧急救援|西藏日喀则 6.8 级地震灾害发生

后，一山一水积极响应灾害救援，组建救灾团队连夜赶赴西

藏日喀则，根据统一部署，迅速开展救灾工作。

积石山灾后恢复重建|积石山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启动后，

我们筹集了灾后重建善款 1833 万元，实施了 12 个项目，主

要关注困难群体关怀、一老一小关爱、社区救援队伍建设等。

关怀困难群体|为帮助受灾困难群众减轻灾后恢复重建

的经济负担，我们实施了“壹基金积石山地震灾后农房补贴

项目”，在甘肃省民政厅的指导下，为积石山县灾后集中安

置的一二类低保户、结对帮扶户等 957 户困难群体发放了灾

后农房重建补贴，每户 5225 元，共计 500 万元。为积石山

县大河家镇甘河滩村和梅坡村的困难群众安装了 200台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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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太阳能热水器。

关爱一老|为助力甘河滩村社区互助网络建设，构建多

元化为老服务体系，2024 年 6 月，我们成功申请到 2024 年

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暖阳入心，乐享

银龄”——基于灾后重建增进老年福祉服务项目。项目以心

灵关爱、健康关爱、社交关爱及服务关爱为主题，每月组织

开展入户探访、议程、社区主题活动、助老物资发放等，项

目直接服务老年人 1400 人次。

关爱一小|为全方位关爱灾后儿童成长，在深圳壹基金

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联合省内 10 家社会组织扎根积

石山实施一系列儿童项目，在积石山建立了 19 个灾后儿童

服务站，开展各类活动 2857 场，受益儿童 59122 人次，受

益家长 3154 人次，志愿者服务 1715 人次。为 73 个小学提

供了 300 个班级图书角书架和 25000 本配套图书，受益学生

10728 名。为 21 所乡村小学铺设了多功能运动场，累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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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40 场，使 5421 名儿童从中受益。发放了 568 个包含学

习用品、保暖装备在内的温暖包。实施了“儿童平安项目”

共计开展活动 77 场，服务儿童 4688 名。

关注社区救援队伍建设|为增强社区居民的应急救援能

力，我们在壹基金及联劝基金会的支持下实施了“安全家园”

及“美好家园”项目，在积石山县 17 个乡镇组建了 39 支社

区志愿者救援队，为队伍“配物资”“办培训”，协助社区

动员居民参与“家庭-隐患点-社区”应急预案制订，开展应

急演练与宣传活动，组织开展社区应急救援活动培训 168场，

志愿服务活动 55 场，参与人次 3620 人次。

（二）生态保护

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2024 年我们在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支持下于平凉市崆峒区和庆阳

市庆城县实施了“蚂蚁森林”项目，种植了 350 万株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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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面积约 2.92 万亩。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华东调查规划

院和林草调查规划院对 2024 年平凉市崆峒区植被恢复项目

进行了中期验收，其中 2024 年一期项目山桃平均成活率

91.2%，云杉平均成活率 98.1%；二期项目山桃平均成活率

93.6%，云杉平均成活率 95%。平凉市崆峒区约 1.9 万亩“三

荒”地区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祁连山国家公园|为促进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我们联

合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张掖分局实施了“以

社区共管机制促进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发展项目”。

共同创建了张掖市祁连山国家公园社区共管委员会，并在 6

个项目村培育成立了社区共管小组，为其提供社区发展基金；

和社区居民共同讨论拟订了《社区发展基金管理制度》《社

区发展基金管理实施细则》等制度；举办了 2 场养殖技能培

训；此外与张掖分局举办一场科普教育讲解大赛，为项目自

然教育工作储备了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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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振兴

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活化，我们联合北京快

手公益基金会在甘肃省启动了“快手公益非遗传习学堂项

目”，遴选出了 12 名困境非遗传承人，通过资金支持、培

训赋能等方式，帮助他们被更多人看见和喜爱，进而改善生

活，更好地开展非遗传承事业。2024 年传承人们共开设了

77 节非遗传习课堂，惠及 2607 人次。

启动的“活力半边天—乡村妇女赋能计划项目”，通过

开展妇女技能提升培训和非遗文化培育活动，鼓励并支持乡

村妇女参与非遗文化传承，在我省 4 个市州 7 个区县的 11

个村围绕剪纸、刺绣等 10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开展了

57 场活动，累计 2791 人次参与。

五、儿童发展助成长

一山一水以促进儿童发展和儿童保护为核心目标，重点

关注乡村儿童营养健康、儿童权利保护、安全教育、心理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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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等。2024 年，我们累计实施了 10 个儿童类项目，涉及困

境儿童服务、儿童营养健康、儿童饮水安全等。

（一）儿童营养健康

2024 年，一山一水作为“一个鸡蛋”项目省级枢纽机构，

联合 35 家社会组织为 65255 名师生送去了 8757788 颗鸡蛋，

同时开展项目督导、项目管理及项目监测等工作，保证乡村

儿童每天都能有一个鸡蛋的营养补充，助力儿童健康成长。

（二）儿童安全教育

2024 年，为提升儿童应对风险的能力，我们联合 19 家社

会组织实施了“净水计划”、“壹基金儿童平安计划”等项

目，安装了 71 台净水设备，同时开展了壹基金儿童平安生

存训练营 329 场，壹基金儿童平安小课堂 309 节，净水安全

健康课程 390 节，受益师生人数达 7726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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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儿童关怀与发展

2024 年，一山一水联合 32 家社会组织建立了 42 个儿童

服务站，为乡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提供参与式课外游

戏活动、安全卫生教育和社会心理支持等服务，助力儿童身

心全面发展，共计开展了 8089 场活动，受益儿童 227529 人

次、受益家长 41617 人次，志愿服务 12367 人次。

六、能力建设提质效

一山一水能力建设部以支持性枢纽平台为工作方向，通

过优化伙伴筹款渠道、资源链接与支持、专题培训以及联合

劝募推动甘肃公益行业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一）联合筹款

2024 年，我们联合甘肃省内 64 家伙伴机构，通过腾讯

公益平台、阿里巴巴公益平台、支付宝公益平台等为 5 个公

益项目实现联合筹款 1926.5 万元。

（二）月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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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我们持续支持伙伴机构进行月捐，指导并协助

39 家伙伴机构上线“壹童成长，陪伴未来”月捐筹款，26

家伙伴机构上线“一个鸡蛋的力量”项目筹款，增强执行机

构内生力。

（三）资源链接

2024 年，我们发挥平台枢纽作用，积极链接深圳壹基金

公益基金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腾讯基金会、腾讯公益、

北京爱无痕基金会等机构，为我省 60 余家社会组织链接各

类项目 11 个，例如壹基金净水计划项目、不要烫伤我的童

年项目、壹基金温暖包项目、壹基金安全家园项目、活力半

边天-赋能计划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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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题培训

2024 年，我们依托各类项目为省内 60 余家社会组织等

开展了 10 场专题培训，包括项目管理、财务管理、项目筹

款、儿童项目专岗培训等，累计培训超过 800 人次，显著提

升了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郭南浦先生大学生资助计划

为帮助困境大学生圆梦大学，我们联合郭南浦先生后辈

郭怀麟先生及其家人发起了“郭南浦先生大学生资助计划”，

资助了 60 名在兰就读的大学生，累计发放资助款 60 万元。

七、交流参访激活力

2024 年我们广泛开展参访交流活动，先后与天津市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快手公益基金会、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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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儿童福利协会、兰州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开展近 30

次学习交流活动，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提升机构竞争力和

影响力。

八、扩大影响增信心

2024 年我们先后受到了新华网、光明日报、中国甘肃网、

甘肃日报、甘肃发布、新甘肃等媒体报道近 20 次。

理事长丁文广教授于 6 月份被甘肃省人民政府聘为“甘

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10 月理事长丁文广教授代表我省社会组织出席了由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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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全省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

新闻发布会”并答记者问，同月理事长丁文广教授就《国家

公园建设，全民参与共建共治共享》接受了新华网专访。

12 月理事长丁文广教授出席了“智库助推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论坛”并在大会上作成果发布报告。

10 月党支部书记张宇应邀代表一山一水在社会组织负

责人培训班上做了“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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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党支部书记张宇应邀代表一山一水在全省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推进会上作“山水相依 情

润岭南 用爱勾勒爱心甘肃建设温暖画卷”交流发言。

2024 年，一山一水的发展获得了政府部门、基金会及企

业的大力支持，同样也少不了合作伙伴的信任与陪伴，2025

年我们蓄势待发，逐梦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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