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党的

十九大将完善慈善事业制度作为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
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系列重要讲话中明确指
出，“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新时代
慈善事业开启新征程指明了方向。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大
力支持慈善事业发展，不断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取得新进展。去
年全市慈善捐赠总量达3.96亿元，救助城乡困难群众36.35万
人（户），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转型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

慈善事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弘扬慈善精神、发展慈善事业是应有之义。由于多方
面原因，我市目前仍有48万残疾人、22.5万低保对象、1.8万
五保对象、22.4万享受政策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及数十万因
大病、自然灾害等造成困难的群众需要救助。市慈善总会希
望社会各界满怀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情怀，大力弘扬孔孟
之乡乐善好施、积德行善、扶危济困、济世为怀的传统美德，
共襄善行义举，向他们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以实实
在在的行动，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推动者，提升城市“温
度”，让孔孟之乡充满爱和温暖。

慈心为人，善举济世。根据全省统一部署，经市委、市政
府同意，2018年继续在全市倡导开展以“携手慈善、共创和谐”
为主题的“慈心一日捐”活动，认真贯彻慈善法，倡导个人捐赠
1天以上的经济收入；生产和经营性企业，除职工个人捐赠外，
倡导盈利单位捐赠1天的利润；机关事业单位可捐赠节约的一
笔资金。您可以直接捐款，也可以认捐设立慈善冠名基金或
微基金（与慈善组织签订认捐合同，根据协议每年按基金本
金的一定比例捐赠），还可以捐赠新品适用物资（物资折算的
价款作为捐赠款）。捐款不分多少，善举不分先后，只要您尽
己所能，双手捧出的便是温馨。您的慈心善举，受益者将同
泽受惠；您的仁爱厚德，受助者将心存感恩、一生铭记！

捐赠热线：2219393 2254855
联系人：李志华 王洪涛
捐赠地址：济宁市任城区红星中

路24号福彩大楼11楼
捐赠账号：16011201100000204
开户银行：济宁银行海关支行
开户单位：济宁市慈善总会
网上捐赠：登录济宁慈善网（http:

//www.05374343.com/），点击“在线
捐赠”，即可根据意愿进行捐赠。

微信捐赠：扫描济宁市慈善总会
公众号二维码，可关注慈善事业发
展，选择项目捐赠，也可直接扫码微
信进行捐赠。

济宁市慈善总会
二○一八年六月

携手慈善 共创和谐
——2018年全市“慈心一日捐”活动倡议书

一、善款收入情况
2017年，市慈善总会募集慈善款物共计4820.75万元。
1、市慈善总会直接接收捐赠款物2035.35万元。其中：

慈善冠名基金年度直接到账收入1275.30万元；微基金捐赠
收入2.04万元；“慈心一日捐”收入320.15万元（含三个功能
区慈善分会）；日常定向捐赠收入156.93万元（定向建校、医
疗等）；捐赠物资折价280.93万元（煤炭等）。

2、中华慈善总会、山东省慈善总会拨入专项医疗救助款
8.44万元。

3、市财政拨入专项退伍军人救助款99.57万元。
4、中华慈善总会、基金单位或企业本年度新增直接捐助

列支2677.39万元。其中：慈善冠名基金单位直接列支救助
款214.65万元；中华慈善总会援助药品价值2428.97万元；
创维基金对困难群众购买电器直接减免价值4.22万元；市慈
善超市药品、物资救助价值29.55万元。

二、善款支出情况
按照《济宁市慈善总会资产管理办法》对捐赠款物的使

用规定和捐赠者的意愿，2017年市慈善总会用于救助的款物
共计支出4530.22万元。

1、日常救助项目支出1852.83万元。其中：朝阳助学工程，
支出1330.52万元；情暖万家工程，支出349.20万元；夕阳扶老
工程，支出73.39万元；康复助医工程，支出71.45万元；节日送
温暖项目，支出17.40万元；公益援助等项目，支出10.87万元。

2、基金单位或企业直接捐助列支共计2677.39万元。其
中：慈善冠名基金单位直接列支救助款214.65万元；中华慈
善总会援助药品价值2428.97万元；创维基金对困难群众购
买电器直接减免价值4.22万元；市慈善超市药品、物资救助
价值29.55万元。

三、捐赠款物结余情况
2017年，当年可用于以后年度实施救助项目的捐赠款物

结余290.54万元（含三个功能区慈善分会）。

市慈善总会本级
2017年善款收支情况

成人善事，其功更倍；动人善愿，其量无涯。
为增强社会捐赠的针对性、慈善救助的实效性，充
分尊重和落实好捐赠人意愿，深入推进项目化捐
赠、项目化救助，市慈善总会特面向社会重点推介
以下救助项目和救助基金，为社会匹配符合意愿
的爱心奉献平台，为慈善项目寻找更多社会慈善
资源，让付出爱心的人感到奉献的满足和愉悦，让
需要帮助的人感受社会的温暖和美好。

◆ 主要救助项目 ◆
情暖万家工程：对全市范围内因大病、重残、

突发性天灾人祸等原因造成困难、尚未纳入低保
范围的城乡困难家庭，困难退役军人及英烈家庭、
困难独居老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实施救助，为
城乡困难群众配发过冬过节生活物资；扶持新农
村建设，资助贫困乡村改善生产生活设施。救助
对象重点针对全市精准扶贫家庭。困难家庭生活
救助额度一般为300至1000元，定向救助标准一
般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实施。

朝阳助学工程：为全市家庭经济困难大中小
学生提供助学金，资助农村中小学校改扩建，资助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特困家庭子女到慈善
学校接受免费基础教育。救助对象重点针对全市
精准扶贫家庭困难学生。困难大中小学生救助额
度一般为500至4000元，定向救助标准一般按照
捐赠人的意愿实施。

康复助医工程：依托慈善冠名专项医疗救助基
金，为恶性肿瘤、尿毒症透析等大病困难患者提供
医疗费用减免，为慢性疾病困难患者购药提供援
助。重大疾病困难患者救助额度一般为3000至
5000元。各专项基金的救助标准，按照相应救助
项目实施方案或捐赠人的意愿执行；中华、省慈善
总会合作慈善项目，按照上级规定及标准执行；定
向救助标准一般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实施。

夕阳扶老工程：自2015年起，配合省慈善总

会“夕阳温暖工程”实施，为适宜采用碳晶取暖的
乡镇敬老院或农村互助养老院安装碳晶取暖设
备，逐步取代污染程度较高的燃煤取暖锅炉。

慈善超市网络建设援助项目：设立“济宁市慈
善超市援助基金”，社会各界团体、单位和个人均可
参与基金的捐赠，捐赠资金全部用于困难群众在慈
善超市购买生活用品价格减收费用的补助。

◆ 重点慈善基金 ◆
“让留守儿童快乐成长”基金：用于对留守儿

童的照料、慰问、帮扶、开展活动等，体现对这一特
殊群体的特殊关爱。

“关爱环卫工人”基金：用于对环卫工人的慰
问、帮扶、建立必要的休息场所、慈善义工帮助环
卫工人劳动的必要费用。

“爱心助学”基金：用于新入学贫困大中专学生
的一次性救助，贫困家庭在校大中小学生全程救
助，经济欠发达地区学校的建设。可采取“几帮
一”、“一帮一”、“一帮几”的结对方式开展活动。

“助你早日脱贫”基金：用于暂未脱贫家庭的
救助，共同实现精准脱贫任务。

“爱我长城”基金：用于救助驻我市的困难现
役军人（家庭），使其更加安心服役，报效祖国。

“大手拉小手，温暖残疾儿童”基金：用于救助
特教学校、听障视障智障儿童康复中心、自闭症儿
童康复中心的贫困儿童。

“关爱母亲”基金：用于贫困妇女“两癌”的筛
查和治疗。

“光明行”基金：用于困难视障群众的治疗，使
之重见光明。

“救急难”基金：用于通过各种渠道发现的重特
大疾病医疗和急难事项（对象）的救助，或立即开展
募捐实施专门救助。

“慈善义工保险”基金：用于为慈善义工开展
义工服务购买的相应保险。

2018慈善路上再出发
——让慈善捐赠方向更明确用途更具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有关规
定和全省统一部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
2018年继续在全市倡导开展以“携手慈善、
共创和谐”为主题的“慈心一日捐”活动。记
者就社会各界关心的有关问题采访了市慈
善总会有关负责人。

问：为什么今年要继续倡导开展“慈心
一日捐”活动？

答：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是贯彻落实
慈善法、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具体行
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国家鼓
励和支持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依法开展慈善活动。”《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
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在政
府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同时，鼓励和支
持社会力量以扶贫济困为重点开展慈善活
动”，要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要广泛动员
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各类慈善活动，发挥带头
示范作用”，“倡导各类企业将慈善精神融入
企业文化建设，把参与慈善作为履行社会责
任的重要方面”。对此，省委、省政府和市
委、市政府都作出了安排部署、提出了明确
要求。十几年来，“慈心一日捐”活动，已经
成为我市募集慈善资金、社会各界奉献爱心
的重要平台，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弘扬传
统美德、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是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脱贫攻坚的实际举
措。十几年来，通过“慈心一日捐”活动，全
市已累计募集慈善资金17亿多元，有效帮
扶解决了110多万城乡困难群众的生活、上
学、就医难题。由于多方面原因，我市目前
仍有48万残疾人、22.5万低保对象、1.8万五
保对象、22.4万享受政策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以及数十万因大病、自然灾害等造成困
难的群众需要救助。开展“慈心一日捐”活

动，有利于进一步汇聚社会帮扶资源，更好
地满足困难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基本需
求，形成对扶贫攻坚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体系的有力补充。

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是践行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必
然要求。实践证明，发展慈善事业不仅是对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也是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有力促进。开展

“慈心一日捐”活动，大力弘扬慈善文化，积
极倡树善行义举，鼓励、支持、引导和凝聚更
多的人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让大家在亲身
实践和切身体会中净化心灵、提升境界，对
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向上向善的力
量，提高公民道德水平，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塑造城市文明形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问：今年我市的“慈心一日捐”活动大致
如何安排？

答：活动总体上安排为6月至9月进行，
坚持党委领导、政府推动、党政示范、企业带
头、各界参与、慈善组织运作，广泛动员社会
力量向困难群众献爱心，争取实现社会捐赠
总额占GDP的比例达到0.06%，继续保持捐
赠工作在全省的先进位次。

整个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组织发动阶段（6月上旬）。适时召开新闻发
布会，启动全市“慈心一日捐”活动，通过新
闻媒体集中宣传报道，进行广泛发动，引导
社会各界积极捐赠。第二阶段为集中捐赠
阶段（6月中旬至9月中旬）。款物捐赠与基
金认捐同步进行。各级党政机关率先示范、
带头举行“慈心一日捐”捐赠仪式，利用适当
时机，市里组织领导干部集中开展捐赠活
动，推动在全市迅速掀起慈善捐赠热潮。适
时召开市慈善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对重点部
门重点行业规模企业的捐赠工作进行再动
员；慈善总会适时推出牵手慈善助学行动、
牵手关爱困境儿童、牵手扶助困难老人等项

目化捐赠，促进社会捐赠意愿和困难群众慈
善需求的有效对接，进一步扩大募捐工作成
效。第三阶段为总结阶段（9月下旬）。全面
总结市直部门、单位及县（市、区）捐赠情况，
并向全市进行通报。

问：社会各界可通过哪些方式参与“慈
心一日捐”？

答：有四种方式。一是直接进行现金捐
赠。二是与各级慈善组织签订合同认捐慈
善冠名基金或微基金，以基金本金的一定比
例逐年捐赠的方式支持慈善事业。认捐规
模一般分四个档次：慈善微基金（0.1万元至
10万元），适合个人、家庭、个体工商户和私
营企业主认捐设立；小型慈善冠名基金（10
万元至100万元），适合中小型企业认捐设
立；中型慈善冠名基金（100万元至1000万
元），适合大、中型企业认捐设立；大型慈善
冠名基金（1000万元以上），适合大型企业
认捐设立。三是捐赠新品适用物资，经市慈
善总会捐赠物资评估定价委员会认证，所捐
赠物资折算的价款作为捐赠款。四是根据
慈善组织设定的慈善救助项目，通过定向捐
赠现金或认捐项目基金的形式直接参与慈
善捐助，支持特定困难群体救助项目开展或
结对资助特定困难群体、家庭或个人。

问：“慈心一日捐”活动将采取哪些举
措，来鼓励社会各界的全面参与？

答：一是开通全方位的捐款渠道。社会
各界既可以到慈善总会捐缴现金或POS机
刷卡，也可以到银行存现或转账，还可以到
邮局汇款，市慈善总会还建立完善了“互联
网+慈善”平台，通过网上捐赠、微信扫码捐
赠让捐款更加便利。二是突出捐赠人主导
地位。捐赠单位和个人可根据意愿进行定
向捐赠。冠名基金以企业、单位、家庭或个
人名义冠名设立，充分彰显捐赠人社会爱心
形象。企业所设立的慈善冠名基金，可优先
用于单位内部困难职工的救助。三是捐赠

人依法享受有关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
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自2017年2月24日起，公益性捐赠
支出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
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
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规定，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
捐赠的部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从应纳税
所得中扣除。

问：“慈心一日捐”作为全市性集中捐赠
活动，将采取哪些措施推进其健康有序开
展？

答：市委、市政府在捐赠活动文件中已
作出明确规定，募集资金由市、县市区慈善
总会和乡镇（街道）慈善分会或协会分别负
责接收。各级慈善总会要向捐赠者开具财
政部门印制的捐赠票据。市慈善工作领导
小组及其办公室要搞好综合协调，深入做好
宣传发动工作，认真实施工作督导，定期调
度通报捐赠情况。活动结束后，在我市新闻
媒体和济宁市民政局官网、济宁慈善网站上
公告捐赠情况，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捐赠收
入、管理、使用情况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
督。同时要求民政、公安等部门要严肃查处
搭车募捐、违法募捐以及募捐资金非法使用
等活动，确保“慈善一日捐”活动健康有序开
展。

作为善款的具体接收方，全市慈善总会
组织将依法加强慈善款物的管理和使用，切
实把善款用在最恰当的时机、最需要的人群、
最急需的地方，让爱心得其所用其实结其果，
并将根据《慈善法》信息公开规定，继续举办
系列慈善全公开活动，更进一步地把捐赠款
物的来源去向，以及慈善款物的运行全过程
摆在公众眼前，敞开账目接受社会监督，向社
会交出一本明白账、放心账和良心账。

凝聚起全社会崇德向善力量
——市慈善总会有关负责人就“慈心一日捐”活动答记者问

市慈善
总会举行全
市慈善助学
金发放仪式
暨慈善“两
基建设”新
闻发布会，
为受助应届
高考困难家
庭本科新生
发放慈善助
学金。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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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慈善事业发展慈善事业 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慈善事业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其内在精神和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大力发展慈善事

业，引导社会力量开展慈善帮扶，是创新和加强社会建设、弘扬社会道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日前，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发出通知，
在全市倡导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弘扬慈善文化，倡树善行义举。希望社会各界满怀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情怀，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向他们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共襄善举、共创文明，让孔孟之乡充满爱和温暖，以实际行动助力脱贫攻坚、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编
者
按

2017年，市委、市政府把慈善工
作提升到了新高度，市第十三次党代
会和市第十七届人代会都明确提出

“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并将其纳入了
市委常委会研究的重点工作任务。
市委、市政府以“两办”文件下发了

“慈心一日捐”活动方案，市几大班子
领导带头捐赠、作出表率。成立了由
分管市长任组长的市慈善工作领导
小组，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慈善工作，
为促进慈善事业全面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

市慈善总会深入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部署，服从服务全市脱贫攻坚
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大局，开拓
创新，扎实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市先后应邀参加了全国部分城市
慈善工作经验交流会、中国城市慈善
文化论坛，并作了典型发言。省社会
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别就慈善
参与社会治理和我市慈善公益事业
发展，到市慈善总会实地调研座谈。

慈善捐赠总量创历史新高。以
“慈心一日捐”活动为抓手，积极创新
慈善捐助方式，为社会各界参与慈善
事业创造条件。与微信捐赠、网络捐
赠、POS机刷卡等捐赠方式相呼应，
新开通了支付宝捐赠渠道，进一步健
全完善网络募捐平台；与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政策调整利好相结合，将各
类慈善基金冠名门槛全部降低至千
元，进一步挖掘社会慈善潜力；借鉴
浙江、四川等地经验，大力开展慈善
基金建设和慈善基地建设，使得慈善
捐赠的方向更明确、用途更具体；通
过及时印发《全市“慈心一日捐”通
报》，在《济宁日报》、济宁慈善网和济
宁民政网发布“爱心榜”，增强了捐赠
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2017
年，全市累计接收慈善捐赠款物3.96
亿元，增长31.56%，实现了市委、市政
府提出的“争取实现社会捐赠总额占
GDP的比例达到0.06%，继续保持捐
赠工作在全省的先进位次”的目标要
求。

慈善事业扶贫济困作用显著。
加强与精准扶贫、政府社会救助的衔
接，相继启动实施了情暖万家、康复
助医、朝阳助学等慈善救助项目，帮
扶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生活、就医、
上学等难题。按照中华、省慈善总会
要求，认真做好拜科奇、格列卫、达希
纳等慈善合作项目的组织实施工
作。市直231家慈善超市网络加盟

店持续为市城区城市低保对象提供
价格减收优惠服务。服务双拥创建
工作，开展“慈善进军营·关爱子弟
兵”活动，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
2017 年，全市累计发放慈善款物
34898.71万元，共救助城乡困难群众
363551人（户）。其中，县市区慈善
总会专项投入慈善精准扶贫资金
4010.5 万元，救助贫困人口 30215
户，慈善义工结对帮扶贫困户17886
户。我市在中华慈善总会拜科奇
Co-pay项目北区7省经验交流会上
作了经验介绍。

慈善志愿服务蓬勃发展。市慈
善总会印发了年度志愿服务活动方
案，为义工服务活动开展提供指引；
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先进慈善
义工团以5000元的活动经费奖励；
评选表彰了30个先进慈善义工团、
138名优秀慈善义工，联合有关单位
评选表彰第二届“运河公益之星”30
个，促进慈善服务深入开展。全市新
增慈善义工3.03万人，总人数达到
19.04 万。广大义工活跃在城乡社
区，累计义务服务社会501.6万小时，
成为城市文明的亮丽风景线。

慈善组织网络更加健全完善。
市慈善总会设立了首家行业性慈善
分会——市律师协会分会。全市新
建开发区、县市区直系统慈善分会4
个，新设立企业慈善工作站12个。慈
善组织示范乡镇、标杆村（居）建设进
一步加强，建成率分别提高了28个百
分点和14个百分点，总数分别达到
115个和2680个。慈善超市网络加
盟店市直新增40家、总数达到231
家，在泗水县开业运营了首家县市区
加盟店，实现了覆盖面和服务对象的

“双扩展”。
单位自身建设取得新突破。按

照上级部署要求，扎实做好党建、精
神文明创建、慈善信息公开等工作，
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断转变工
作作风、提升工作效能，树立了慈善
工作良好形象。市慈善总会依法申
请并通过了慈善组织认定，成为全市
首家获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并获评济宁市“十佳”社会团体。市
慈善总会办公室连续第四年被评为
市直事业单位绩效考核A级单位，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积极组织开展
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再次通过了市级
文明单位年度复核，获评全省民政系
统文明行业创建示范单位。

慈润济宁 善聚圣城

全市慈善总会工作再创新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