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新成长计划”项目完结报告

一、项目名称

明新成长计划

二、项目简介

由于社会助残社会组织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助残组织数

量少、规模小、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的矛盾，重庆渝州公益事

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渝州公益）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

后，根据需求筹划对部分助残社会组织进行专业化系统化的

培育——明新成长计划项目旨在通过开展相关能力建设培

训活动，培育一批新型公益人才，为助残社会公益组织注入

新的活力，推动助残社会公益组织行业发展创新。项目为期

十个月，前期对学员进行招募和选拔，筛选出符合要求参营

人员后开始进行 2 期能力建设培训，从组织管理、项目计划、

项目管理、筹款及项目结题与个人成长，每期 4 天。明新成

长计划——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成长，所以我们将是分

组学习，在开班的时候将分设 3 个小组，每个小组在培训期

间设计一个小组项目并执行本小组的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去

了解项目计划、项目管理等，基于明新成长计划项目资金有

限，本届训练营每个小组皆自筹项目执行费用，小组项目执

行期 1 个月。



三、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周期：

2021.8.15—2022.7.15

（二）项目实施内容：

活动一：

活动时间：2022 年 5 月 13 日至 16 日

活动地点：重庆市渝北梨园宾馆

活动具体内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与创新、项目创新、

社区调查、项目设计逻辑框架、小组项目设计。

活动意义：了解组织架构，理事会人员组成，如何根据

现有资源创新发展等。

参与人员：学员及协作人员 40 人（学员 30 人、讲师

3 人、督导 3 人、志愿者 3 人、工作人员 1 人）

活动计划：

时间 次数 地点 活动 备注

2021年12月 1
重庆渝州公益

事业服务中心
学员的招募与选拔

督导（小组长）

参与

2021年12月

-2022年2月
4 各参与机构

机构走访

课程需求调研

督导（小组长）

参与

2022 年

5 月 13 日
1 酒店会议室

1、报到联欢

2、破冰、分组

3、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及

项目设计

2022 年

5 月 14 日
1 酒店会议室 社区需求调查的方法



2022 年

5 月 15 日
1 酒店会议室 项目创新

2022 年

5 月 16 日
1 酒店会议室

1、小组项目设计

2、课程总结评估

时间安排：

时间 活动 具体活动内容

2021 年 12

月
学员的招募与选拔

根据前期报名机构及学员情况，工作人员

及 3 位督导（小组长）对资料进行筛选与

测评，选定最终参与名单。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2 月

1、机构走访

2、课程需求调研

3、培训内容调整

1、督导分批次走访学员们所在机构，了解

课程需求。走访期间，督导向学员讲明训

练营的目的与培训内容，澄清双方的角色

与责任。

2、根据调研情况，督导与讲师对 2022 届

“明新成长计划”训练营的培训的内容进

行相应调整。

2022 年

5月 13 日

1、报到联欢

参训人员报到，了解活动流程、内容及注

意事项；参与破冰游戏，认识同期学员及

讲师；讨论各自关于志愿服务的见解等。

2、小组分组破冰 学员相互认识，分组等

3.社会组织内部治理

及项目设计

1、课程：社会组织内部治理

时长：3 课时

内容：相关法律法规非营利法人的基本概

念，机构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是怎么形

成的等。

2、课程：项目设计

时长：3 课时

内容：学习项目的整体逻辑框架，了解项

目前期准备、项目规划和设计、项目启动、

项目执行、项目检测与评估的性质、类容

及要点等。



2022 年

5月 14 日

1、社区需求调查的方

法

1、课程：调查的基本元素

时长：2.5 课时

内容：学习社区需求调查的基本元素，明

确调查对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学会以社

区居民需求为导向制定项目并提供服务；

2、课程：数据收集与分析

时长：3 课时

内容：学习数据收集与处理的方法；分析

调查数据中隐含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办法

等。

3、课程：问卷设计与讨论

时长：2.5 课时

内容：根据所给资料进行问卷设计及社区

需求调查实践，并进行讨论学习等。

2022 年

5月 15 日

1、项目创新与创新案

例分享

1、课程：组织管理与创新

时长：4 课时

内容：了解全市社会组织的基本清情况；

熟悉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主要做法；明确

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规范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等。

2、课程：项目创新及案例分享

时长：4 课时

内容：探索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与创新的工

作思路及办法等。项目创新——一套兼具

理念、方法、成效预期的系统工程。

2022 年

5月 16 日

1、小组项目设计

课程：小组项目设计与分享

时长：4 课时

内容：各小组在讲师的指导下根据所选论

题进行项目设计并形成项目方案；在老师

的指导下讨论筹款计划；各小组依次阐述

所设计项目；讲师对各小组设计的项目方

案进行点评等。

2、课程总结与评估
课程：课程回顾

时长：4 课时



内容：各小组依次阐述 4 天培训的收获与

困惑，老师当面解惑；对本期培训课程进

行总结及评估等。

活动二

活动时间：2022 年 7 月 1 日至 4 日

活动地点：重庆市渝北梨园宾馆

活动具体内容：熟悉项目周期的性质及各阶段的工作方

法、掌握项目周期内各环节的管理要点；项目筹款的方法。

活动意义：了解项目管理实施周期、痕迹资料、项目财

务管理、项目费用等

参与人员：学员及协作人员 40 人（学员 30 人、讲师 3

人、督导 3 人、志愿者 3 人、工作人员 1 人）

受 益 人：30 人（直接）、500 人（间接）

活动计划：

时间 次数 地点 活动 备注

2022 年 5

月-7 月
5 线上

1、中期回访

2、培训内容调整

3、学员管理

督导（小组

长）参与

2022 年

7 月 1日
1

酒店会

议室

1、报到分享

2、上期回顾、分享小组项目跟进情况

3、项目周期管理

2022 年

7 月 2日
1

酒店会

议室
项目周期管理

2022 年

7 月 3日
1

酒店会

议室
项目筹款与财务管理



2022 年

7 月 4日
1

酒店会

议室

1、项目结项与评估

2、分享收获和评估

时间安排：

时间 活动 具体活动内容

2022年5

月-7 月

1、中期回访

2、培训内容调整

3、学员管理

1、督导（小组长）多次跟进本小组学员的课后

任务及小组项目的执行情况，对学员在实践中所

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给予督导服务。

2、督导（小组长）与工作人员反馈参训学员情

况，以便工作人员对第二期课程进行微调，使课

程安排更加符合学员需求，达到学员的期望。

3、督导（小组长）需管理本组学员并掌握每位

学员的动向，及时与本组学员传达培训通知，确

保疫情下的培训顺利进行。

2022 年

7月 1 日

1、报到分享

课程：报道分享

时长：2课时

内容：参训人员报到，了解本期培训的流程及内

容；各小组在讲师组织下讨论本期的培训内容。

2、上期回顾、分享

小组项目跟进情况

课程：课程回顾与小组项目分析

时长：4课时

内容：回顾上期培训的内容及要点；各小组依次

分享该小组项目的跟进情况，能在讲师的指导下

分析其中做的好的地方及不足之处并进行调整。

2022 年

7月 2 日
项目周期管理

1、课程：项目周期管理

时长：3课时

内容：熟悉项目周期的性质、内容及各阶段的工

作方法等。

2、课程：项目周期管理

时长：5课时

内容：掌握项目周期内提交项目建议书、得到批

准、制定详细实施计划、按计划开展活动等环节

的管理要点等。

2022 年

7月 3 日

项目筹款与财务管

理

1、课程：项目筹款

时长：4课时



内容：了解项目筹款的方法；掌握撰写项目对外

筹款计划书的方法；各小组能根据所学知识进行

筹款等。

2、课程：财务管理

时长：4课时

内容：项目执行中，如何进行财务管理及进行财

务管理的注意事项，财务管理的痛点与难点等。

2022 年

7月 4 日

1、项目结项与评估

课程：项目结项与评估

时长：4课时

内容：根据各小组的结题报告分析利弊，梳理结

题报告的几大要素等。

讲师根据实际的项目梳理每一个项目的重点要

点，使学员知道如何撰写项目的结题报告并评估

等。

2、分享收获和评估

课程：总结分享与评估

时长：4课时

内容：全体学员分享参训的收获，总结分析本期

课程的要点等。

四、项目资金使用决算



注：机构管理费用部分，实际支出超出 394.12 元，该部分由机构承担。

五、取得成效

（1）培训成效

此项目通过二期能力建设培训，对项目设计与管理、项

目筹款、财务管理、结项与评估等知识进行系统的讲解与学

习，来自不同机构的学员组成项目小组，在讲师及督导的指

导帮助下设计并实施项目，项目设计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

中学习，使学员们对项目的调研、设计、实施、管理、评估



有了系统且深刻地理解，学员满意度达 98%，项目设计、执

行及协调沟通能力提升明显。

（2）行业成效

项目设计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既有实务推进，

又有理论探索。学员在知识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与社会

协调的能力都有了显著提升，通过项目的执行，学员们实际

地解决了社会问题，深彻理解了项目从设计到实施到总结的

全过程中的细节，并在实践中结识了能够互相促进的合作伙

伴，为今后重庆地区的助残社会公益组织健康规范地发展，

更好地满足残疾人多层次、个性化、类别化需求，助残社会

组织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

验。

六、项目监管

1、该项目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法律监管部进行项目监

督管理。

2、项目执行过程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该项目负责人

实时进行追踪检查，指导监督项目执行机构在互联网筹款平台按

时公开项目进展、阶段性财务披露、阶段性报告等内容。

3、项目完结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该项目负责人通过

微信、电话等方式进行项目回访，核查项目执行机构是否严格遵

循项目管理制度及项目方案执行项目，同时对项目受助人进行不



定期电话回访，确保真正通过该项目获益。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22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