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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

促进公益事业促进公益事业 抓好精准扶贫抓好精准扶贫
黄顺森 马瑜晨

加多宝集团：

精准扶贫 以善促善

作为坚守慈善事业的爱心企业之一，加
多宝集团自创立之初便秉承“兼济天下”之
心，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公益基因。
20年来，加多宝不断创新企业参与公益的方
式，传播慈善文化，持续反哺社会，联合中国
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国
际文化传播中心等公益机构，探索出“建设型
扶贫”和“发展型助学”两大可持续性模式，不
断为公益“造血”。

加多宝集团以“加多宝·学子情”助学品牌项目探索“发展
型助学”，引导受助学子反哺社会，以汶川、玉树、芦山灾后扶
贫项目探索“建设型扶贫”模式，帮助当地人民自力更生重振
经济，实现经济脱贫与精神脱贫协同发展。

授人以渔 打造“建设型扶贫”典范项目

加多宝作为长期践行扶贫公益的爱心企业代表，积累
了大量扶贫攻坚的经验，秉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的理念，以“建设型扶贫”模式打造出了精准扶贫的典范项
目。

去年3月8日，加多宝集团党委书记庞振国做客中央电
视台两会特别节目《两会在线》时谈及精准扶贫，他表示：“加
多宝集团内部有一个说法，扶贫工作就像点穴治病，我们实施
的‘点穴式’扶贫避免了盲目性，提高了精准度，所以成效比较
明显。加多宝参与的多数公益慈善项目不仅为受助者输血，
还帮受助者形成造血机制，进而实现彻底脱贫。”

加多宝的扶贫之路可以追溯到2008年。当年，加多宝
捐赠1亿元，帮助汶川地震灾区人民渡过难关，重建家园。
2010年4月14日，玉树7.1级地震发生后，加多宝集团第一
时间捐赠1.1亿元，为玉树灾民提供可持续的项目扶持，建
立蔬菜大棚基地、农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奶业基地、组建
运输车队等，并在这一过程中探索出“建设型扶贫”模式，
帮助灾民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创收。

2013 年芦山地震发生后，加多宝进一步创新和完善
“建设型扶贫”模式，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从加多宝捐赠
的亿元善款中划拨1000万元，助推雪山村实施彩虹乡村计
划。为了帮助村民们实现收入的增长和发展的可持续，重
建规划征求村民意见，统一建成具有川西民俗特色的楼
房，实现了自住与旅游接待的双重功能。同时，雪山村成
立了民宿旅游专业合作社，以合作社为经营主体、社员充
分参与、引入职业经理人管理的模式运营，并设定收益分
配机制，帮助村民实现收入增长与分配可持续。按劳所
得、按投资所得的市场经济原则，既调动了村民积极性，又
兼顾社会公平，为无劳动能力或无出资能力的家庭提供了
一份长期的生活保障。

教育先行 助力万名学子圆求学梦

为了帮助贫困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2001 年，加多宝
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发起了“加多宝·学子
情”公益助学活动。经过不断完善升级，“加多宝·学子情”
公益助学活动已发展为一个助学体系。它通过学子资助、

“一堂课”支教、爱心义卖、捐建爱心图书角等形式，整合社
会资源，在帮助贫困学子解决上学难题的同时，引导学子从
单纯的受益者转变为助学理念的传承者和实践者，实现“受
助、自助、助人”的成长性发展。

从2001年到2016年，从1个城市到31个省市，从13名受助

学子到万余名学子大学梦想达成，“加多宝·学子情”项目已累计
出资超过7500余万元，资助了15275名优秀贫困学子圆梦大学。

“加多宝·学子情”的公益辐射力是巨大的。2006年以
来，已有包含受助学子在内的30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和众多
社会爱心人士参与到“一堂课”支教活动中，活动范围覆盖全
国17省贫困农村，惠及百余所贫困小学的过万名学生。

不仅如此，加多宝还成立加多宝教育基金，向清华大
学教育基金会捐赠 2000 多万元支持高等教育，同时加入

“筑巢行动”以帮助贫困、偏远地区学校搭建宿舍楼，捐出
30万的交通安全书包以关注流动、留守儿童交通安全，向青

少年宫协会捐赠110万元用于关爱农村留守
儿童，为贫困山区学校捐献体育器材，多层
次、多角度、更全面地为贫困地区的教育出谋
划策。

抓好产业扶贫 让脱贫效果不反弹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核心内容。加
多宝目前在 9 个省份建有 10 万多亩的原材
料种植基地，鼓励农户按照GAP标准种植加

多宝凉茶原材料，在确保产品品质的同时保护当地环境，同
时为农户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指导，扶持当地农户增产增收。

与此同时，加多宝采取“公司+发展商+基地+农户”的
订单农业发展模式，由发展商与农户直接签订保护价合
同。农户按照合同种植，发展商按照保护价收购，确保种植
农户的利益得到良好的维护。实现从种植到收购销售的农业
生产闭环，不仅让农民的收入更稳定，还提升了农业产业发展
的集约程度，实现了多方共赢。

加多宝在20年身体力行的公益实践中，除履行企业自
身的社会责任之外，更注重培育员工的公益意识。加多宝
将“仁爱廉洁”视为加多宝人的核心能力之一，要求每一位
加多宝人做到“怀仁爱之心，行君子之为”。在加多宝仁爱
文化影响下，5000加多宝人以月捐计划、爱心小组等形式
志愿参与社会服务。

加多宝集团党委书记庞振国说：“加多宝在公益事业
上不谋求‘多’和‘广’，更注重‘准’和‘专’。不管是救灾扶
贫还是助学上，我们都在努力做到以最科学、完善的模式
帮助有困难的人。”同时，他还期望以企业和个体的小善带
动社会大善，希望能够携手公益组织、媒体及全社会的爱
心人士，共同创建“以善促善，人人公益”的时代。他表示，
未来，加多宝集团会继续认认真真做凉茶，脚踏实地做公
益，努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更多人过上幸福美满生
活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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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中国爱心工作委员会向贵州贫困地区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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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虽然贫困人口越来越少，但扶

贫所吸引的关注却越来越多。站在当下的历史节点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任务，关键在于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事实上，精准扶贫旨在消除贫困、改善民

生、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

重要保障，同样也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在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同

时，注重承担社会责任，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爱心公益活动，为促进贫困地区的发

展、推进爱心公益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助力扶贫攻坚上，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主席司马义·铁力瓦尔地，以及

刘晓江、唐天标、雷鸣球、龙宇翔等中心领导主动参与，积极落实，带领中心工作

人员上高原、走边疆、进老区，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为寒门学子、困难群众、残疾人

士、受灾群众等送去温暖。

拒绝贫困“代际传递”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自成
立以来，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中国爱心工
作委员会始终把教育扶贫作为工作重点，发展
爱心公益事业，系统开展捐资助学项目，帮助学
校改善环境，并资助大批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2012 年起，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联合
湖南省长沙洗心禅寺基金会开展“万名学子助
学计划”，组织义工 2903人次、车辆 773台次，

行程 22 万余公里，对湖南省 3800 余户拟资助
学生家庭进行了走访，资助 2868 名贫困学生
完成学业，生源遍及湖南14个地（州）、53个县
市、529个乡镇。

2016 年教师节前夕，中国国际文化传播
中心相关负责人专程赶赴新疆慰问教师，资助
多名学生学费，并计划在五年内持续捐助助教
金，支持新疆教育事业的发展。

多年来，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工作人员
的足迹遍布新疆、青海、贵州、河北、湖南、福建
等地，先后深入20多个老少边穷地区，克服长
途颠簸、高原反应和水土不适等困难，进行实
地考察，现场规划，组织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
捐资助学，凝聚社会爱心和支持，将善款送至
各地爱心学校，资助大量贫困学生，有效改善
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教学
环境和设施，并带动了社会各界对这些地区教
育事业发展的关注。

作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窗
口，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也关注着在华留学
生的发展。在“爱在中国，善举惠邻——为万
名大学生捐资助学”活动中，中心组织爱心企业
向来自泰国、尼泊尔的200名贫困大学生捐赠
助学金，并为尼泊尔蓝毗尼大学捐资援建教学楼。

除了教育事业，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也
大力支持贫困地区卫生事业的发展。仅在
2016年，中心就为广东、湖南、吉林、河北等地
的多家医院捐赠了多套价值共8400万元的医
疗设备，并积极推动爱心企业参与资助残疾儿
童人工耳蜗及术后康复项目。

帮扶残障 奉献爱心

2016年12月5日，在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
心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无障·爱公益晚会”在

北京上演，多个残
疾人艺术团体登台
表演，残疾人顽强
拼 搏 的 品 格 和 自
尊、自信、自强、自
立的进取精神得到
充分展示。

其实，每一年
的“ 国 际 残 疾 人
日”，中国国际文化
传播中心都会举办
主题晚会，希望借
此展现残疾人朋友
的坚忍不拔和自强
不息的精神面貌，
以唤起社会各界对

残障人士的更多关心、爱护和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还积极

开展“爱心助残、文化助残”的活动。中心曾多
次邀请北京心灵呼唤残疾人艺术团在主题晚
会上进行演出，并在新年到来之际慰问艺术团
成员，为他们送去温暖与祝福。

对残疾艺术团体的长期扶持，不仅促进了
残疾艺术团自身的发展，更促进了中国优秀文
化走出国门。

2012年6月，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带领
浙江省艺术团赴美国纽约联合国大会议厅，参
加 2012 年联合国公务员日“和谐之声”文艺
演出，表演了《千手观音》《星星你好》等舞蹈节
目，向世界呈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也
展现了中国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

多年来，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始终关心
和支持中国残疾人事业，组织了许多形式多样
的助残公益活动和慈善捐赠活动，为残疾人朋
友提供力所能及的财力、物力和文化支持，为
促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救助灾区 大爱无疆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国

际文化传播中心积极开展赈灾救灾活动，
在 3 天时间内筹措了价值 400 万元的物资
和价值 50 万元的急救药品，通过救援专车
送往灾区。2010 年青海省玉树地区地震发
生后，中心通过青海省民政局向灾区捐款
100 万元及一万件御寒衣物，为灾区人民提
供帮助。

2016 年夏季，中国部分地区发生严重
洪涝灾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迅速行动，援助湖
南、江西、河北等受灾地区，为抢险救灾及灾后
重建工作提供支持。

为表达对灾区的关切之情和对救灾工作
的祝福之意，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中国爱
心工作委员会多次组织书画艺术家为青海、四
川、云南等地震灾区和江西、河北等洪涝灾区
举办“情系灾区，奉献爱心”、“情系灾区，大爱
无疆”赈灾笔会。艺术家们挥毫泼墨，为灾区
筹措到大量善款。

2008 年至 2010 年，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
心利用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举办活动的机会，

组织旅马、旅新华人华侨和爱心人士为四川、
甘肃和青海灾区开展募集善款活动，获得热烈
响应。该笔善款通过中国驻外使馆转交国家
民政部，最终全部送达地震灾区。此外，为了
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在泰国南部地区发生
特大海啸后，中心向泰国捐资，帮助泰方开展
救灾工作。

在长期工作中，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
积极开展国内外救灾援助工作，为灾区人民
走出灾害，重建美好家园献爱心，做贡献。与
此同时，中心还积极开展扶贫领域的国际交
流，不仅为中国爱心公益事业开辟渠道、争取
资金，也促进了中国爱心事业与国际接轨的
进程。

坚持原则 管好善款

作为从事公益活动的社会机构，中国国际
文化传播中心在多年的工作中始终坚持“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善款来源于民众，亦要回馈
民众。中心总结出了“三个一分钱原则”，即：
对捐赠善款不截留一分钱；工作人员赴受捐地
区，不让受捐单位花费一分钱接待；要求当地
政府和相关单位对捐款必须严格监管，任何单
位和个人都不得挪用一分钱。在这三大原则
的指导下，中心的每笔善款和物资的使用均能
保证落到实处。

在“万名学子助学计划”活动中，中心与洗
心禅寺基金会始终以“坚持标准、管理规范、流程
清晰、高效有序、透明公开”为原则，采用学生申
请、实地核实、资格审查三个环节分离的措施，确
保每一位受助学子都经过义工实地走访调查和
核实，确保每一位资助对象都符合救助标准。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2016年度助学走
访工作派出义工和社会爱心人士590人次，足

迹遍布湖南全省，
入户走访 722 户学
生家庭，对资助的
贫困学生进行了严
格的资格审查，以
最 终 确 定 名 额 。
2013 年，中心向贵
州省捐款的 1100 万
元，计划完成教学
楼、学生宿舍及食堂
建设项目 10 个，设
备 采 购 项 目 1 个 。
经过中心两年多的
持续监督，援建项目
均已按要求建好。

规 范 原 则 是
根，怀抱爱心是本。中心全体同志正是秉持着
这一原则，不论是
对老少边穷地区的
长期帮扶、对灾区
第一时间的帮助与
支持，对残疾人的
关心与爱护、还是
代表中国对邻邦友
国进行国际援助，
都 圆 满 地 完 成 了
任务。

中国国际文化
传播中心执行主席
龙宇翔认为，精准

扶贫是指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区域对象
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
式。龙宇翔结合自身多年在贫困地区走访帮
扶的经验后提出，推进精准扶贫应注重七个
方面：

一是精心组织实施产业扶贫。对有发展条
件的项目要进行鼓励和支持，要拿出专项扶贫
资金，培育主导产品，提高特色产业开发效益。

二是大力实施搬迁移民扶贫。对地处深
山区、库区、地质灾害频发区，就地脱贫难度
大、成本高的贫困群众，按照群众自愿、规模适
度、梯度安置的原则，扎实推进移民搬迁扶贫，
有序引导贫困人口向市区、工业园区、中心镇
或中心村搬迁转移。

三是扎实推进教育扶贫。优先支持贫困
村教育发展事业，加大贫困生资助力度，开展
贫困生职业学历教育。

四是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展
村企结对共建活动，拓展社会扶贫筹资渠道。

五是引导行业扶贫。加大金融资金对农
村和农民倾斜，以政府为引导，积极整合农业、
林业、交通、水利、教育、卫生以及文广等部门
的涉农资金，集中投入实施水、电、路、宽带、环
境改善等工程，改善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六是深入推进科技扶贫。要设立专项科
技扶贫资金，引导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高科
技人才到农村扎根，用他们的技能为农村和农
业服务。

七是扶持经费要专款专用、直接透明。政
府要加强捐款经费的监管，不仅要向捐款人列
明款项使用情况，而且要对捐款使用情况定期
进行公示，接收群众的监督。

扶贫开发事关人民福祉。中国国际文化
传播中心将继续秉持坚定的信念，积极开展
多种形式的救助，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经
验，形成科学、规范、高效的工作机制，走出
一条助学帮困、助残救灾的爱心事业发展新
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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