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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变龙岗”文史项目是龙

岗区政协大型系列文史项目“龙

岗记忆”之第三季。项目通过讲

述龙岗建区以来代表龙岗改革进

程和发展特色的典型案例，并以

图文影像记录龙岗人在改革浪潮

中奋勇搏击的宝贵记忆，全面回

眸龙岗建区三十年来波澜壮阔的

发展史，让全区人民和一代代后

来者从前人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精

神力量、赓续优良传统，在新征

程上努力续写更多新的“春天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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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社会公益事业汇聚了点滴善意，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力量编织成一张无形的关爱之网，在支
持社区服务、开展紧急援助、补充公共福利、传播文化知识、涵养公共价值、扶助个体成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众多品牌活动获得国家、省、市的肯定和支持，为市民群众增添了细腻可感的温情与人文关怀。

龙岗区社会公益事业：

春风化雨善行润物 爱心如光温情满途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乎国家与民族的未

来。面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复杂形势，龙岗区

青睐青少年发展中心自2014年成立以来始终投

身于未成年人保护事业，联动各方青少年服务组

织，整合服务体系，搭建起全方位网络，在辖区营

造了浓厚的公益氛围。

2020年1月，在龙岗区民政局支持下，青睐中

心开展全区各街道未成年人保护调研工作，并在

龙岗街道建立全区首个未成年人保护示范站点。

此后，“守护到家”儿童居家安全、“心语解码”心理

危机干预、“青春 070”校园防欺凌、“未爱童行”社

区支持计划等公益项目相继启动，从源头呵护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

青睐中心开通24小时生命服务热线，为孩子

提供倾诉心声的渠道，危急时刻更能拯救生命。

正如该中心负责人翁欢琪所说，很多看似微小的

事情，若得不到及时解决，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

而热线的存在正是为了避免悲剧发生。

在构建未成年人保护支持系统方面，翁欢琪

在龙岗区社工部的支持下成立了龙岗区未成年人

保护人才工作室，与全区30名儿童领域社工成立

专业社工危机志愿服务队，并联合龙岗区人民检

察院启动“青橙护未”基层未成年人观护基地建设

和社会化支持服务，联动多方跨界合作，形成强大

合力，推动龙岗区未成年人保护共建共治共享。

青睐中心的行动，唤起了龙岗区社会各界对

未成年人保护的关注。各街道、社区积极配合，企

业踊跃参与公益平台建设，志愿者纷纷加入服务

队伍。大爱龙岗，正持续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护航，让龙岗的每一个孩子在爱中茁壮成长。

观 察 眼

如何“未”爱护航？

平湖巾帼志愿互助会开展关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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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 甘利英

自建区之初，龙岗区便有许多爱心人士

积累了基层公益实践的原始养分。随着国

家将公益事业纳入社会治理体系，龙岗区

通过加强政策支持与引导、培育专业公益

组织等一系列举措，逐步搭建起专业化多

元化公益服务网络，将爱心播撒至各个角

落：特殊儿童在专业社工陪伴下叩响认知

世界的大门，空巢老人通过“爱心银行”收

获各种不期而至的温暖，困难家庭的孩子

捧起向往已久的课外读物……

“公益+体育”让更多龙岗市民享受体育运动的机会。（受访者供图）

萌芽生长：点燃龙岗公益薪火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人口涌入龙岗，不仅改

变了区域人口结构，而且不少“流动家庭”面临子

女入学难、随迁老人社交孤立等问题，催生了多元

的社区公益服务需求。因此，龙岗早期公益活动

主要围绕妇女儿童成长和养老助老服务展开。

早期义工自发参与社区治理，主要在助老扶

弱方面开展非组织化、非体系化的服务，比如由

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或热情较高的义工自发开展

儿童陪伴、老人照护或为福利院孤儿进行模拟家

庭抚慰等公益活动。1995年，龙岗义工联成立，
标志着龙岗区公益活动步入规范化、组织化的发

展新阶段。

1997年，龙岗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成立，聚
焦辖区妇女儿童成长需求，针对少年儿童常年开

设书法、绘画、舞蹈等文体类公益课程，针对妇女

开设健身、健美、合唱等公益培训，深受好评。作

为官方成立的公益机构，该中心为居民提供了公

共机构和市场覆盖不足的功能补充，也对全区公

益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同年，时任龙岗区妇联主席黄凌到平湖镇

（今平湖街道）调研巾帼建功情况，希望平湖镇有

所创新，搞出特色。新南村妇女代表和村干部在

座谈会上提出：能不能由镇妇联牵头成立一个组

织，让更多的姐妹共做善事呢？这个提议与区、

镇妇联领导想法不谋而合。1997年11月15日，
平湖巾帼互助队成立。

首任队长叶映霞回忆：“那时既没有布置会

场，也没有领导讲话，就在辅城坳帮扶对象谢礼

和的果场简简单单成立了巾帼互助队。”消息传

开后，本地妇女、机关干部、医护人员乃至香港投

资者纷纷加入。

互助队成立之初，主要为本镇范围内的贫困

户、孤残老弱病以及各类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技

术、劳力、资金等支援的家庭提供支持。成立一

年间，义务帮扶34户共90人，谢礼和便是其中一
位帮扶对象。早年，其承包了100多亩果园，经济
效益不好，导致家境窘迫。巾帼互助队了解情况

后为其义务锄草松土、浇水施肥；了解到谢礼和

资金不足，互助队还通过多方筹集和银行贷款，

短短几年间，谢礼和脱贫致富了。

1998年，巾帼互助队组建理事会，制定了理
事会制度，对财务体系加以规范，开始探索规范

化运行。截至2013年，队员们踊跃捐款捐物，先
后援助广东省山区以及贵州、湖南、四川、江西等

地，资助特困失学儿童与特困学生逾800人，其中
400余人获得长期资助；帮扶贫困家庭达1780多
户，并长期资助、照料一批孤寡老人。2005年，互
助队正式更名为“平湖巾帼志愿互助会”。在黄

翔、刘连娣、陈秀仪等历任负责人带动下，团队不

断发展壮大，会员人数增至700余人。这支队伍
为龙岗公益树立了标杆，起到了良好的带动作

用。2004年3月，叶映霞获评全国“三八红旗手”；
2005年和2006年，平湖巾帼志愿互助会连续荣膺
省“三八红旗集体”称号；2013年，黄翔入选“中国
好人”……

另一个早期的公益互助队伍是横岗街道怡

锦社区“红枫叶”老年志愿者协会。该社区大部

分中青年在原特区内工作，随迁老人照料问题较

为突出。同时，部分身体健康的低龄老人有较强

的社会参与意愿。2013年8月，一群退休老党员
组建了“红枫叶”老年志愿者协会，有65名队员，
服务对象主要为社区空巢老人，采用“以老助老”

的服务模式，定期开展走访慰问、义诊、文体活

动。到2020年，协会队伍已有成员近200人，年
龄最大的80岁，通过走访登记造册的老人达205
名，服务时长达11074小时，有效改善了社区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还提升了自我价值。一位73岁的
志愿者说：“过去总觉得自己是家庭负担，现在每

天上门陪独居老人聊天、教用智能手机，感觉自

己成了‘香饽饽’。”

遍地开花：构建模式树立品牌
2011年8月，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在龙岗大运中心举办，龙岗区40000名志愿者的
热情服务和奉献精神得到广泛传播，向世界展示

了龙岗的公益形象。众多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

的支持和参与，为龙岗区公益事业拓展了资源渠

道，并为创新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2011年，南湾街道康乐社区建立了全市第一
家“爱心银行”，打破单一模式，在同一志愿队下

分设公益教育、邻里互助、校外服务等8个“爱心
分行”，构建起系统化、精细化公益服务网络，推

出20种公益服务项目，实现公益服务精准对接。
“爱心银行”根据志愿者服务的内容和效果，对志

愿者每一次服务登记积分，并将积分存入“爱心

存折”。当志愿者需要帮助时，凭“银行”积分可

优先享受志愿服务。这一举措激发了志愿者的

积极性与主动性，还创建了龙岗区志愿者参与社

会公益的品牌模式。

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参与或

开发社会公益项目，是龙岗区社会公益发展的重

要形式。2011年，龙岗区出台了对社会组织的扶
持资助办法，培育了64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
务，其中，社工服务领域拓展至12个，启动了“关
爱新生代外来工公益服务”等10个社工项目。

2011年，至诚社工打造了来深建设者子女公
益服务项目“大风车”，研发开展的“宝贝去哪儿”

亲子小剧社子项目被评选为“广东工会企业职工

社团创投资助项目”；2013年，春暖社工探索为困
境家庭儿童提供学习支持、为特殊儿童提供康复

训练资源，2017年发起了“运动有爱�益同前行”
特殊儿童关爱项目，助力特殊儿童康复训练与社

会融入；龙祥社工专注于流动人口、困弱群体、儿

童青少年成长支援等领域开展公益服务，其中

“安全号列车——城中村流动儿童安全预防与自

救项目”成为2015年至2017年深圳唯一获中央
财政支持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立项的社会

服务类项目，并于2017年获得中国青年社会组织
创投大赛金奖、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创儿童

友好社区”二等奖和最佳人气奖，同年入选中国

好公益平台，龙祥社工也成为中国好公益品牌创

建机构。龙祥社工负责人说：“用生命影响生命，

促进每一个服务对象的自我实现，我们相信社工

的专业力量。”

一些非营利社会组织也在公益项目的资助

下推进特色公益项目，爱子乐阅读馆的“一个孩

子·一本书”项目和深圳市三六零影像记录服务

中心的“龙岗区百位孤寡老人及抗战老兵晚年生

活纪实服务影像记录”荣登2015年龙岗区50个
优秀项目榜；龙岗区舞龙协会的“中国龙、圳能量

一一留守儿童冬令营活动”项目、南湾街道社区

平安志愿者联合会的“心理危机干预一一南湾街

道特殊人群心理援助计划”入选了2015年龙岗30
个优秀公益创投项目名单。

企业的参与为公益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

动力。冠旭股份公司2010年开始与社工机构合

作，协助工人进行社会调适和协助处理纠纷，开

启了企业与社工机构合作的先河，2013年被“公
益中国”作为典型案例刊载；龙岗区电影公司的

公益电影放映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推出的

“来深建设者天天特价电影专场”和“来深建设者

周末特价电影专场”大受欢迎，截至2016年，该公
司4次获得国家奖项。

构建生态：全域公益润泽龙岗
2017年7月，龙岗区社会创新中心成立，通过

构建“1+多”社会创新服务体系，建立了一个总
部、一个文化中心分部和一个街道分部的“1+1+
11”服务体系。其打造的“公益服务宣传周”品牌
活动，成为公益宣传推广的重要载体。

作为“公益+治理”模式的重要推手，该中心
将心理健康建设纳入“公益创投大赛”体系，引

导各方力量参与社会痛点问题的解决方案设

计。其打造的“构建社会治理创新公益圈改革”

项目，于2018年被区委改革办评为八大优秀重
点改革项目之一。该项目链接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个人等各方资源，打造人人参与的社会公

益生态圈，通过社会创新公益基金推出“拾点公

益”等多个行动，推动公众和爱心企业建立起月

捐及日常乐捐体系，助力社会治理领域公益事

业持续发展。

龙岗区文旅系统的“体育+公益”项目致力于
为特定群体提供平等享有体育运动的机会。通

过公益创投的方式培育多个扎根龙岗本地的优

质项目，目前已累计资助开展113个项目，资助金
额974万元，服务残障人士、特定就业人员、慢病
患者等特定群体超12.76万人次，有效撬动各类
社会组织和各项社会资源注入体育公益事业。

其中，2018年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肾友运动会和
“不用眼睛看世界”视障融合关爱跑10公里团队
赛更是广获好评。“参加运动会帮我走出器官残

疾阴影，既锻炼了身体机能，又收获了快乐。”尿

毒症患者选手老罗说。

龙岗区将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权限下放

到街道办事处，并编制了备案管理的工作指引，

释放了机制活力，极大激发了社区社会组织活

力。截至2024年12月，龙岗区共有社会组织
1088家，其中社会团体521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567家。这些组织类型丰富多样，涵盖公益慈善、
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通过开展助老助残、扶贫

济困、技能培训等多样化活动，既填补了政府服

务的空白，又凝聚起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成为

社区服务和基层治理的坚实力量。

2024年第21届深圳“关爱行动”先进事迹分
享会上，龙岗区斩获8个“十佳”奖项及多项市民
满意项目。这一年，龙岗区的“关爱行动”打造了

重点项目9项、示范项目23项、常规项目158项，
全年开展180余项活动。其中，“幸福新龙岗文明
100分”品牌活动组织志愿者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为学生开设文明礼仪课程。布吉街道龙岭社区

建立“老人点单—社区派单—队伍接单”15分钟
响应机制，让公益变得更高效。

龙岗企业也用行动诠释了龙岗的“大爱无

疆”。2023年，贝康科技公司向河北涿州捐赠价
值44万元医疗物资，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公司技
向汕尾海丰县捐赠价值1130万元医疗检验设
备。众多企业捐款捐物是龙岗公益事业发展的

强劲动力。宇宏公益基金、长宏公益慈善基金等

31支公益慈善基金会相继成立，推动龙岗公益事
业蓬勃发展。

从建区初期平湖巾帼互助会在田间地头的

守望相助，到如今“公益+”模式在体育、科技、教
育等领域的不断融合，30余年间，龙岗区逐步构
建起了全域参与公益生态圈。如今的龙岗，社会

公益力量深度参与城市建设，持续提升居民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2019年，龙岗区义工联联合中华慈善总

会·首彩爱心基金开展“88公益——共筑贫

困先心病儿童健康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