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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工作推进情况汇报
及下一阶段工作安排
上海市职工帮困基金会

2023 年 11 月 10 日

2023 年是上海市职工帮困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开

启全新十年历程的一年，也是推动基金会奋楫笃行、稳步发

展的一年。近一年来，基金会在市总工会和市民政局的双重

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上海市工会第

十五次代表大会精神，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为契机，始终把握“稳步推进”的主基调，

在落实职工困难帮扶上做文章，在扩大公益募集辐射面上下

功夫，在制度健全完善上打基础，做实公募，做强项目，

做优管理，不断助推上海工会构建以精准帮扶为重点的服

务职工工作体系，不断促进构建新时代工会帮扶和公益服

务双循环格局。

一、守正创新，着力拓展公益项目，全力助推职工困难

帮扶走心走深

帮困扶弱是基金会的宗旨。今年按照市总党组要求，基

金会着力在落实职工困难帮扶上做文章。

（一）持续提升公益品牌的影响力

一是小心愿撬动大能量。2023 年，基金会继续联合市总

权益保障部、市总职工服务中心共同谋划，联动推进，在常



2

态化推进市总官方微信“申工社”上的“微心愿”小程序线

上点亮的基础上，今年重点创新拓展工作方式，丰富活动内

涵，充分抓住春节、三八妇女节、劳动节、儿童节、护士节

等重要时间节点，聚焦困难职工及子女、灵活就业群体、白

衣天使、家政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开展了“娘

家送温暖，平安过新年”“寻找身边女骑手”“免费派送爱心

早餐”“点亮爱心晚餐”“快递小哥子女观影”“关爱医务护理

工作者”等 10 场专题活动，共计点亮职工困难“微心愿”6870

个，占到总量的 66%。同时，为在量上求突破，扩大覆盖面，

基金会联合市总职工服务中心整合工会“户外职工爱心接力

站”阵地资源，尝试在全市 54 家最美站点开设“微心愿”专

区，得到了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们的广泛好评。截至目前，爱心接力站里的“心愿墙”

已点亮 215 个。

小小心愿不仅带动了全市各级工会组织纷纷行动，出钱

出力，而且也吸引了一批企业捐资捐物。截至目前，2023 年

累计点亮职工困难“微心愿”10455 个，超额实现全年 10000

个的目标，基金会出资仅 68 万余元。

二是小保障收获好评价。今年，基金会继续为市职保中

心开展 35 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参加会员专享

互助保障提供 300 万元资金支持，助推上海工会服务凝聚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在扩面提质的同时，推动

吸纳更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感受工会“娘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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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为他们增设一道医疗保障网。专项互助保障收获了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政府职能部门的好评。截止 10 月 31 日，

共给付 1007 人累计 1689 人次，给付保障金 290.07 万元。

（二）持续开拓公益品牌的创新力

一是“菜篮子”助力保障困难职工家庭基本生活。今年，

基金会联合市总职工服务中心，针对本市市区两级建档的

1000 户左右的困难职工家庭，在实施精准化梯度帮扶的基础

上，共同实施“助力困难职工家庭‘菜篮子’行动”项目，

每季度按市级 500 元/户，区级 300 元/户的标准，发放日常

生活必需品（米、面、油、肉、奶等）补给，为困难职工家

庭提供基本生活物资救济，提升困难职工家庭生活水平。截

至目前，共为 1468 户累计 4872 户次配送了包括但不限于大

米、面粉/挂面、食用油、牛奶、肉禽类等生活物资。“菜篮

子”项目全年发放物资价值总额 180.54 万元，其中，基金会

通过社会公募支出资金 41.82 万元。

二是救急济难形成上海梯度帮扶机制的有力补充。立足

工会困难帮扶主责主业，聚焦工会困难人群、重点岗位、作

出重要贡献、重大工程等领域的职工群体，发挥公益性“拾

遗补缺”作用，通过基层申报，基金会审核的方式，今年尝

试先推出了临时性救助专项项目，旨在增加和完善上海工会

梯度帮扶层级，构建社会联动、内外协调的工会救助大格局

体系。目前，已对 3 位作出贡献去世职工家庭和 2 位患大病

需要进行靶向药治疗的职工给予了一次性慰问帮扶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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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共支出帮扶金 6.5 万元。

三是“三个一”赋予工会传统“夏送清凉”新的内涵。

今年，基金会贯彻落实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发

起“一瓶水传递爱”公益倡议，充分发挥基金会公益窗口作

用，探索职工受用、职工喜爱的夏送清凉活动形式，积极汇

聚、整合社会爱心资源，以“一瓶水传递爱”为基点，陆续

推出“一片雪糕接力爱”“一辆餐车播洒爱”的“公益送清凉”

系列行动，共同为一线户外工作者打造“夏日关爱三部曲”，

丰富工会“夏送清凉”的内涵，为奋战在烈日下的城市建设

者、劳动者送去关心和关爱，惠及户外职工数万人。基金会

的劳模理事代表吴尔愉、张金全还化身“公益使者”，在活动

现场为户外一线工作者递上夏日清凉。

二、开放共赢，着力扩大公募覆盖，全力促进公益慈善

伙伴协同协作

募资是基金会持续发展的动能和生命线。按照市总领

导要求，基金会着力在扩大公益募集辐射面上下功夫。

（一）强化资金和物资的募集，为上海工会推进职工帮

扶服务工作夯实基础

一是做大网络化公募。积极畅通基金会公募渠道，发挥

公募特性，用好公募资格资质，充分依托基金会网页、微信

公众号、市总官方微信“申工社”以及联劝公益平台，设立

基金会微信捐款通道，建立常态化网络公募渠道，发布公募

信息，开展公开募集。在继“微心愿”项目开通网上公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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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助力困难职工家庭‘菜篮子’行动”项目也首次放到

网上开展公募。今年已连续第三年在联劝网和市总官网及基

金会公众号上开展项目网络化公募筹款，累计募款33万余元。

二是壮大项目化募捐。继续拓展向内和向外交流和合作，

聚焦工会困难帮扶和服务职工领域，引导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投入到服务职工群体中。扎实做好嘉定区总工会定向基金的

规范运作，帮助嘉定区总工会积极区域服务职工工作。积极

争取全总支持，在市总统筹下，将“上海工会助力职工困难

‘微心愿’”“助力困难职工家庭‘菜篮子’行动”等项目

申报了2022年中央财政职工困难帮扶资金项目，引入中央财

政专项帮扶资金支撑项目实施。以“公益幸福”为主题，聚

焦文化公益、健康公益，通过线上线下活动共同携手做公益。

充分搭载工会开展的“幸福直通车”项目，嵌入公募筹款，

通过爱心义卖等方式，提高募资能力。

三是扩大实物化募捐。在常规开展资金募集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工会服务职工工作的特性和特点，今年，基金会尝

试采用爱心企业定向捐赠物资直接帮扶职工的方式，通过开

展“微心愿”专题活动、“菜篮子”物资补给、“公益送清凉”

系列活动等为载体，吸引许多爱心企业加入服务职工的行列，

和基金会一起推进公益事业和工会事业。目前实物募捐价值

折合达 25.55 万元。

（二）注重公益伙伴队伍的扩大，为上海工会推进职工

帮扶服务工作积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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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理事会内部交流和合作，凝聚共识。充分利用

基金会微信公众号、微信等载体，传递基金会工作动态，传

导基金会的工作方向，强化事项商议和决策，推动理事参与

基金会的各项公益项目，并在此基础上，发挥理事所在单位

的优势，将资金、资源向基金会倾斜。

二是维系长期合作的爱心企业，达成共识。在基金会名

誉理事长的带领下，主动走访调研与基金会保持长期合作的

上海银行、爱建基金会、国润医药等单位，密切联系，加强

沟通，不断传播基金会的价值理念，以达成合作共赢、互惠

互利的共识。

三是不断开拓新的公益伙伴，形成共识。积极挖掘优势、

整合资源，与企事业单位沟通、宣传，并开展项目合作交流，

今年，叮咚买菜、钟薛高公司、来伊份公司、关爱通、中国

职工发展基金会等成为了基金会的公益合作伙伴。同时，在

市总的牵线搭桥下，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商银行、工商

银行、浦发银行等 5 家银行达成合作意向。

三、规范管理，着力提升内部治理能力，全力促进公益

慈善事业向上向好

自身建设是基金会行稳致远的根本。按照“做实、做

强、左右”的要求，基金会着力在制度健全完善上打基础。

（一）不断加强基金会理事会建设

一是充分发挥理事会领导作用。按时召开理事会，规范

理事会议事和决策机制。同时，不断优化、调整、充实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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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构，将热心公益、社会工作能力强的优秀工会工作者吸

纳为理事、副理事长，做好新增副理事长候选人组织推荐、

合规程序、审批同意等相关工作，按照规定召开增补选举工

作。

二是凸显监事会监督职能。依法加强慈善监管，保证慈

善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听取和采纳监事会对于推进基金

会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二）不断加强基金会内部管理

一是完善制度保障。根据市民政局评定基金会等级的要

求，结合工作实际，逐步完善基金会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

先后制定了《上海市职工帮困基金会工作人员薪酬制度（修

订）》《上海市职工帮困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上海市职工帮

困基金会内控制度》《上海市职工帮困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

法（试行）》《上海市职工帮困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上海市

职工帮困基金会信息公开实施细则》等六项制度,增强了基金

会工作的规范性和合法性。

二是体现效果优质。完成《基金会 2022 年度财务审计》

《上海市职工帮困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2022 年审核》，做好审

计业务约定书和审核等相关材料工作，审计报告无发现问题，

基金会公众号审核通过。撰写《2022 年度基金会工作报告书》，

上报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审计报告等相关材料，按时完成

基金会 2022 年度年报工作，并审核通过。配合市总工会委托

的审计事务所，完成《上海市总工会 2022 年度助力万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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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实现“微心愿”项目绩效评价报告》，绩效评级为“优”。

三是提升管控水平。加强捐赠资金、物资出入库、库存

合规管理，基金会秘书处主动与服务中心财务部对接，核对

每笔捐赠资金入账科目情况，及时规范入账，并做好对捐赠

物品的入出库时间、捐赠单位、物品名称和数量、折款价值

等验收和审核及记录工作,做好相关资料的收集和书面记录

及存档。建立了库存物资动态管理台帐，并定期每月对库存

物资进行清查对帐。规范公益项目运行契约化，按照《慈善

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捐赠者意向，做好

捐赠协议和捐赠意向书的签订工作。

（三）不断加强基金会的对外宣传

一是开展经验交流。今年 2 月，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赴

上海开展调研，并走访了基金会，专题听取《上海市职工帮

困基金会工作情况汇报》。5 月，在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主办

的中国职工公益工作交流会暨“一瓶水传递爱”公益项目启

动仪式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何惠娟代表基金会作了题为《夯

实创优，凝心聚力，构建新时代工会帮扶和公益服务双循环

格局》的大会交流，全总领导对我会的工作成果给予了高度

肯定。

二是扩大公益宣传。做好基金会网页设计、上线和管理

工作，做好与东方网对接工作，不断优化栏目、扩展内容、

活跃版面。今年 9 月基金会成功在上海市总工会网站上设立

基金会的网页，更好地向全市工会和职工展示基金会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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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发挥微信公众号作用，借助《劳动报》和“申工社”

微信公众号，加强对基金会工作的宣传和推介。截止 10 月底，

发布基金会微信推文 13 篇，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多次播

报基金会开展的“三个一”送清凉活动的场景和视频。

各位理事、监事，在迎来建国 74 周年之际，中国工会十

八大胜利召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给予了这次

会议的高度重视和关心，蔡奇同志代表党中央致辞并作重要

指示，他指出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

主题和方向，他要求工会要以忠诚可靠赓续工人阶级政治本

色，以劳动创造担当工人阶级使命任务，以过硬本领展现工

人阶级时代风采，以团结奋斗弘扬工人阶级崇高品格。全总

王东明主席也要求全国各级工会组织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求

真务实敢担当，加强学习勤思考，锤炼党性强作风，厚植职

工情怀强服务。因此，在下一阶段，基金会将围绕党和工会

的中心任务，强化使命担当，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团结

的氛围，更加智慧的创造，投入工会的公益慈善事业。

一、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国工会十八大精神

中国工会十八大的召开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中国工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正确指引，明确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作为

具有政治属性和工会属性的市职工帮困基金会，将认真组织

学习中国工会十八大精神和上海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精神，

对照中央精神，对标全总要求，对应市总任务，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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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基金会的领导，紧紧围绕党政所需、职工所急、基金会

所能，及时帮助职工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助推上海工会高质

量发展。

二、突出重点，统筹谋划明年的工作

始终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在贯彻落实好中国

工会十八大精神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基金会发展方向，抓

住基金会工作重点，及时总结 2023 年基金会公益项目推进、

公益品牌塑造、公募格局构建、公益队伍建设、自身能力提

升等方面的做法。进一步主动加强与市民政局基金处和登记

处的联系和沟通，听取意见，争取支持。进一步探索对外协

作，充分发挥公募特性，依托良好的公信力和组织项目资源，

不断吸引更多资源和资金。进一步加大研究，立足帮困扶弱，

建立常态化的帮扶救助项目和机制。

三、查漏补缺，扎实基金会自身建设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对照等级评审的各项要求，认真审

视自身存在的不足，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建立完善社会监督

与自律机制，全面做好材料的归集和梳理工作，推进做好等

级申报工作。继续做好基金会网页的维护工作，开拓思路、

创新方式，学好用好新媒体宣传手段，将其成为基金会对外

宣传的主阵地和主窗口。做好工作队伍的优化，进一步加强

业务培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不断提升打硬仗、打胜仗的

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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