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爱的力量项目 2018 年第四季度进展报告 

 

一、项目简介 

2015 年 9 月，中国民生银行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我决定

民生爱的力量——ME 公益创新资助计划”，旨在关注和支持公益领域

中具有创新和发展潜力的中小型公益组织。项目启动三年来，不仅为

公益组织提供资助资金，更是成为激活公益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基因；

ME 创新计划助力公益组织成长，有效提升了公益组织的项目执行力

和社会影响力。 

二、项目资金规模 

四届 ME 公益创新资助计划资助资金共 4476 万元，其中： 

2016 年第一届 ME 创新计划资助资金 1040 万元，2017 年第二届

ME 创新计划资助资金 1092 万元，2018 年第三届 ME 创新计划资助

资金 1144 万元，2018 年 9 月第四届 ME 创新计划启动，资金资助 1200

万元。 

三、项目执行概况 

1、项目收入、支出情况 

项目资金（含活动资金）期初余额：1042.65 万元 

2018 年第四季度收入：1323.00 万元 

2018 年第四季度支出：308.54 万元 

截至 2018 年第四季度，ME 创新计划累计拨付公益机构项目资金

2513.06 万元，其中，第一届 ME 创新计划拨付 959.29 万元，第二届

ME 创新计划拨付 919.77 万元，第三届 ME 创新计划拨付 634 万元。 



2、项目执行情况 

截至 2018 年第四季度，第一届 ME 创新计划已结项 19 个项目，

第二届 ME 创新计划已结项 9 个项目，第三届 ME 创新计划首款全部

拨付，并且有 8 个项目已拨付中期款。 

四、项目活动 

1、项目监测 

2018 年 12 月，计划财务部财务官员臧立秋和赵玉对第三届 ME

创新计划获得资助的陕西伙伴进行实地走访监测，分别走访了白水县

助残协会、陕西嘉义妇女发展中心和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 3 家机

构，对项目进展和财务管理进行了监测。 

 

2、第四期 ME 创新计划评选 

2018 年 9 月 20 日，第四届“我决定民生爱的力量-ME 公益创新

资助计划”启动仪式在第六届中国慈展会举行。 

9 月 20 日至 10 月 21 日，第四届 ME 创新计划共收到 285 份申报

书，其中教育支持领域 105 份，健康福祉领域 58 份，社区发展领域

45 份，生态文明领域 40 份，精准扶贫领域 37 份。 

10 月 22 日至 11 月 5 日，组委会根据申报机构资质、财务管理



情况等对申报项目进行资质审核，共 235 个项目进入评审阶段。 

11 月 6 日至 11 月 23 日，专家评审组按照不同领域对项目进行

了评议，本次评审共评出 33 个项目进入第二轮现场答辩和为爱点赞

环节。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14 日，入围 33 强项目在北京进行现场答辩。

随后入围机构人员参加了社会影响力培训培训。 

 
社会影响力培训会合影 

 

五、项目案例故事 

本文由第三届ME创新计划伙伴——北京富群社会服务中心提供，

其[三江源社区生态扶贫创新示范]项目正在青海曲麻莱县开展。 

留住记忆中“阿妈的味道” 

团结村位于三江源国家扶贫工作重点贫困县——曲麻莱县，村里

资源缺乏、牧民收入来源单一，村庄的脱贫压力非常大。北京富群社



会服务中心从 2018 年 1 月获得 ME 公益创新资助计划资助，到今年

12 月，已经在团结村开展了近一年扶贫、扶志工作，特别是藏糖的发

展，让越来越多的人分享到了阿妈做的藏糖的味道，让村庄越来越有

发展的自信。 

 

▲社区参与式调研  

 

在村里发现 “阿妈的味道”——藏糖 

藏族妇女们在家庭中承担着挤奶做饭、养育孩子等责任，很少

参与经济活动，但每家每户的藏族妇女都会制作藏糖（藏语音译曲

克安达）。“曲克的意思是曲拉水，安达的意思是粘乎乎，以前阿妈

做曲克安达只加酥油不加糖，传统的曲克安达就是酸酸的又粘牙的

哟！”妇女主任文毛一边回忆一边咂着嘴，好像儿时的味道又缠绕上

牙齿化也化不开。富群挖掘到村庄特色资源——藏糖。 



 

▲村妇女主任文毛（右一）谈论藏糖  

 

村庄妇女成立小组，把发展凝聚起来 

村里非常支持发展藏糖，可是起步却艰难无比。富群和村委会

动员妇女成立小组，充分发挥妇女们的发展智慧。村里的阿妈们放

下手上的家务，甚至带着孩子就来参会了。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场

面甚是热烈，家庭负担、时间成本、销路限制……每一个问题都被想

到。虽然还有很多顾虑与担心，但是大家都觉得发展藏糖是个不错

的主意，并且很快行动起来。她们的行动力和执行力让人惊叹，在

村庄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走出去，引进来”，打开眼界 

经过反复讨论，妇女们把可能面临的问题一一理清，并在富群

帮助下组建了藏糖小组。富群针对妇女发展生计的需求与特性，积

极挖掘藏糖发展的社区带头人，多次聘请专家开展食品安全与环保、

卫生与健康等专题培训，为他们提供外部支持。同时，富群协助藏

糖小组“走出去”，走访了妇女创业者，了解藏糖制作工艺与销售渠

道等问题，邀请专家介绍外乡妇女创立藏糖品牌的成功案例，分析



藏糖项目发展潜力并介绍分享产品销售途径，极大增强了妇女们的

自信。 

 

▲藏糖小组讨论  

 

找到带头人，藏糖奶奶索南激励全村人 

年近 80 岁的藏糖奶奶索南是团结村的一位独居老人，她是村里

第一个将藏糖制作成产品售卖的人。“现在做藏糖的人少啦，做糖太

费事了！”索南老奶奶说，“熬糖要一直守着灶，看着火候添牛粪，

一刻不能离开，夏天围着火灶热得很，好多年轻人都做不了。牧场

上好多人家都不做藏糖了，曲拉水直接倒掉了，浪费啊，我找他们

把曲拉水要过来做成一小块一小块藏糖，放在小卖部卖，孩子们都

很喜欢。”在参加过卫生健康培训后，索南奶奶马上在藏糖制作前实

践正确的洗手方法，改进了卫生习惯。她也认识到相比当下孩子们

吃的垃圾食品，藏糖不仅非常健康，而且产生的包装垃圾也少，更

难能可贵的是她清楚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致富。 



 

▲品尝了超市买的棒棒糖后，奶奶说，还是藏糖好  

 

在年轻一代中，永乃是团结村三队的牧民，是藏糖小组核心成

员和带头人之一，同时也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女性环保小组长。永乃

制作的藏糖很受欢迎，她也会根据顾客意见不断调整藏糖质量；此

外，永乃参加富群的环保培训后，意识到高原处理垃圾的难度和潜

在风险，因此主动提议在其管理的大队部里，不再使用一次性餐具，

而是替换为瓷碗、瓷杯、木头筷子等；在给村里人示范的同时，这

些行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女。 

 

就地取材，在村里做藏糖研发 

富群发掘出村子里制作藏糖的骨干后，也积极协调外部资源推

动藏糖的发展完善。2018 年 8 月，富群在巴干乡组织开展了一场特

殊的藏糖工作坊，参加者包括团结村 22 名妇女，还有来团结村进行

生态体验的环保团队“绿色营”专家和大学生志愿者。所有参与者分

组讨论了“藏糖口味与卫生”、“包装”、“定价与销售”三个问题，提出

提升藏糖品质的改进意见以及藏糖产品开发建议。外界新鲜的思想

与妇女们的本地智慧产生了火花，藏糖小组不断尝试改进产品。她



们试用了各种模具和包装，改进了灶具以更好地控制糖浆熬制的温

度，逐渐研发出了更加精致的藏糖产品。 

 

 

▲妇女介绍藏糖的配方和口味  

 

开拓外部市场，让藏糖链接你我他 

“什么味道这么香？”在北京社会公益汇展会和生物多样性嘉年华

上，藏糖浓郁的奶香，吸引许多观众寻味而来，一边品尝藏糖，一边

听三江源的生态扶贫故事。“加油，藏糖妈妈”！北京的市民对着镜头，

对藏糖妇女竖起大拇指。 

富群通过公益展、摄影展、分享会、研讨会等途径，增加了团结

村生态产品的曝光率，许多人现场购买了藏糖，也有人加入生态产品

订购群，反馈产品意见，为藏糖小组出谋划策。富群通过微信群向妇

女们传递着来自遥远北京的赞扬和评论。短短数月，藏糖小组的对外

销售额达近千元，根据销售反馈调整的产品也越发精美。 



 

▲“加油！藏糖妈妈 ”  

 

藏糖阿妈美好未来 

藏糖小组的努力也得到了政府的关注，县领导特意到索南奶奶

家看望，订下几百颗藏糖；乡政府特意举办了生态产品展示会展示

藏糖，村委会也同意了藏糖小组的申请，划拨了一间空房用于建设

藏糖工坊。 

 

 

▲散发着自信光芒的小组成员  



这些支持让藏糖小组更加有信心把藏糖事业干得更好，她们推选

的组长文毛，开始主动谋划未来的发展计划，与小组成员商量起怎样

建设集体藏糖工坊、怎样提升藏糖包装设计、怎样提高卫生条件等。 

她们已经把“藏糖的发展”变成了“自己的事情”来做了。 

藏糖虽小，却留住了记忆里“阿妈的味道”，现在更承载了团结村

脱贫致富的希望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