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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21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背景之下，珠海协作者克

服各种挑战，在创新服务板块继续深耕细作，开展了扎实的公益

服务，同时积极开拓专业支持服务，取得了一定成绩。在研究倡

导领域，珠海协作者积极参与了多项调研；在团队建设方面，团

队新增 2 名成员，在项目管理、儿童社会工作等主题上进行了团

队专业能力提升等；在团队荣誉上，再次获评 5A 级社会组织。

各项工作概述如下：

2021 年，珠海协作者开展了 574 次社会工作服务活动，超

过 13500 人次的流动工人及流动儿童受益；760 人次的工人志

愿者、流动儿童志愿者参与其中，累计提供志愿服务时长 1992.6

小时。

2021 年，珠海协作者阅读推广继续生根发展，图书借阅突

破上万人次，在原有种子故事人培训基础上，又开发了 TOT（培

训师的培训）赋能培训，培育了 9 名社区儿童家长成为阅读推广

讲师，并开展了 2 期种子故事人培训。一批又一批种子故事人、

志愿者团队活跃在社区，此外阅读推广还进入了校园，不仅为更

多学生播撒了阅读种子，还将正面管教、儿童性教育等课程传播

给家长；协作者-活力亲子园早教课程服务继续推进，全年开展

服务达到 333 次，6418 人次受益，并培育 2 名妈妈志愿者成为

亲子课程老师。



2021 年珠海协作者与其他四地协作者联动推进研究倡导工

作，相继开展了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状况调研、新冠肺炎疫情中

困境农民工家庭需求分析第四轮调研、困境儿童自助图书馆项目

研究、流动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案例撰写等研究倡导工作。并结合

微软-协作者学堂数字技能赋能项目实践，开展了中职生职业发

展需求评估研究。另外，珠海协作者接受北京大学社会治理与公

共服务的协同创新课题组调研访谈。

2021 年，珠海协作者专业支持服务扩展迅速，将珠海协作

者技术支持从珠三角地区扩展到了贵州、河北、内蒙古、安徽等

省份；在大学生社团培育、课程推广和实习生培育等方面也稳步

推进。

社区服务

在困境儿童救助服务方面，截止 2021 年底，在助学方面，

共资助困难学生 366 名，发放助学金合计 554,033 元；在自助图

书馆建设方面，我们在珠海共建立了 25 个微型图书角及爱心图

书室，邀请困境儿童成为小管理员，以此将公益资源带入更多偏

僻的社区，并为儿童提供全方位的成长支持；在家庭支持方面，

我们为困境儿童开展了亲子一日游活动，打工妈妈健康体检，亲

子团建拓展，节假日联谊，爱心物资发放等多种活动支持困境儿

童家庭。

在流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2021 年，通过协作者-活力亲子

园早教项目全年开展服务达到 333 次，6418 人次受益，提升了



幼儿社会交往、表达能力和认知能力，家长也提升了教育技能和

接纳了科学的早期教育观念。与此同时，还培育出了一支早教家

长志愿者队伍，培育了 2 名妈妈志愿者成为亲子课程兼职老师。

在阅读服务方面，通过与爱阅基金会合作的“工业区种子故

事人培育计划”，在工业区开展系统的阅读推广服务，2021 年

培育了 9 名种子志愿讲师（可开展阅读培训，培育阅读志愿者），

13 名阅读推广志愿者；在新青工业园周边新建立了华发又一城

故事点、草蓢故事点和时代香海彼岸故事点三个故事点（目前共

有 6 个故事点）；56 名社区志愿者、高校大学生志愿者以流动

故事会、小区故事会、社区故事会等方式，在公园、山下空地、

广场、托管机构、小学、幼儿园、小区、社区广场等地方开展了

154 场故事会，用故事的方式陪伴了至少 1000 名流动儿童。与

新青工业园周边的四所小学（2所公立，2 所民办）合作，以“百

日阅读换礼品”为主题，动员学生报名阅读打卡挑战活动，凭借

打卡的阅读存折定期兑换小礼品，以此鼓励学生参与阅读，爱上

阅读，从而去养成自主阅读的良好习惯。百日阅读换礼品挑战活

动启动以来，受到学校、家长及学生的喜欢和支持，四所学校超

过 1000 名学生参与。另外，推荐了一位“故事妈妈”，成为了

爱阅基金会爱阅学院的学员。

志愿者培育



2021 年，760 人次的工人志愿者、流动儿童志愿者参与了

珠海协作者组织的服务活动，累计提供志愿服务时长 1992.6 小

时。但是，本年度因为疫情，儿童志愿者培育工作依然受到较大

影响，全年儿童志愿者参与机会不如以往。

2021 年，珠海协作者为 4 所高校的 4 名学生，提供了专业

实习。继续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开展义

工课程合作，为 45 名同学提供了义工服务实践机会。

组织推广/专业支持

P.A.C.E.女性职业能力提升与发展项目扩展了 3 所学校，目

前该项目通过 TOT 项目讲师认证了 84 名讲师，３所学校，２家

企业，３家社会组织参与项目，覆盖 2730 名学员（大部分为基

层女工、家政女工等），其中 2487 人完成 70%以上的课程学习，

提升了生活软技能，增强了社会性别意识。

2021 年，珠海协作者继续参与执行的微软-协作者学堂数字

技能赋能项目，项目覆盖贵州、河南、河北、内蒙古、广东等省

和自治区，本年度为 61 名欠发达地区的中职学校教师开展了计

算课程培训，为 14 名教师开展了综合素质培训，项目惠及 290

名中职学生。

教育倡导

珠海协作者 2021 年发布微博 248 条，微博阅读量 398884 人

次，短视频平台（视频号）发布 14 个视频，短视频浏览量 10366+

人次，公众号发布 71 期推文、106 篇文章，各渠道点击次数 22614



（平均 213 次/篇），制作了 1本夏令营通讯集；2021 年获得 3

家媒体报道，累计 12 篇。

2021 年，珠海协作者完成了中职生职业发展需求调查评估

工作，并在北京协作者支持下，进行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工作。

团队建设

珠海协作者本年度继续开展多种形式的团建学习活动，累计

开展 15 天的团队建设，10 次团队专题学习讨论。其中，2021

年 1 月团队全体成员开展了年度工作回顾、重点项目复盘、年度

重点项目规划等团队能力建设工作，并在线参与了五地协作者联

合举办的的团建活动，开展了各地协作者核心经验分享与未来展

望、重点项目分享等主题学习活动。2021 年全年，还分别开展

了项目管理、儿童社会工作、组织制度与机构文化、培训技术等

专题培训，不断提升团队专业理念和能力，加强团队凝聚力和执

行力。同时，日常中还通过组建共学小组，例会制度学习，外出

培训分享等多种形式，扩展团队社会工作者视野，不断提升服务

水平。

2021 年，珠海协作者团队增加两位新同事，分别负责流动

儿童公益服务和青年工人公益服务，给团队带来新的力量。同时，

委派青年工人培养起来的工作人员前往北京协作者和南京协作

者开展为期半年的轮岗学习。

2021 年，珠海协作者再次获评 5A 级社会组织，协作者童缘

-四位一体社会支持网络建设项目荣获珠海市首届社会服务项目



创新策划大赛优秀奖。

财务情况

2021 年度，珠海协作者收入总额为 1,847,202.32 元，其中捐赠

收入：1,831,200.74 元 ；其他收入 16,001.58 元。

2021 年度费用支出总额为 1,477,367.65 元。具体财务情况见附

件：2021 年度审计报告结论和财务报表。













2021 年工作经验总结及反思

经验 1、阅读推广服务模式易合作推广，方便建立社群，并

可同步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者培育，实现助人自助；

经验 2、鼓励困境儿童担任小馆长/图书角管理员，在参与机

构多项服务中，全面成长；

经验 3、积极调动社区资源，得到社区支持，微型图书角集

中建设，效率高。

经验 4、项目执行中，渠道建设很重要，成效经验也需要可

视化，让参与各方更有成就感；

经验 5、本年度在 TOT（培训师的培训）上，总结了一套有

效流程经验：开展前作业，过程中团队建设、示范课、试讲、参

与式教学，培训后实践；

在 2021 年工作中，我们也遇到诸多挑战，需要在以下方面

提升：

1、在组织发展上的挑战，一方面团队成员中青年人居多，

专业背景多元，有从工友志愿者成长起来的社会工作者，也有刚

毕业的新人及从其他专业转入的工作人员，需要在管理和专业培

训上多下功夫，提升团队的执行力和专业素养。另一方面，组织

发展面临外部环境的变化，筹资压力大，对于机构长远发展规划

受限，且有资金短缺的风险。

2、在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方面，如何提升青年工人自我服务

以及服务他人的能力、如何拓展企业合作渠道、如何加强社群运



营及骨干志愿者培育、如何提升行业影响力等方面都面临诸多挑

战；

3、童缘服务方面，从儿童带动家庭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上，

需要探索更多有效的形式。

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2022 年，在服务创新方面，珠海协作者主要工作计划为：

继续开展乐购千人助学计划，资助支持更多困境青少年儿

童，其中，在资金救助基础上，重点深化精准评估和个别化服务；

继续开展微软-协作者学堂数字技能赋能项目，其中，重点拓展

有服务需求的职业学校合作伙伴，让更多来自偏远地区的中职学

生掌握适应人工智能时代需求的计算机技能，通过为其提供综合

素质能力的培训，帮助每个人获得更好职业发展；

继续开展协作者-活力亲子园，为工业区早期幼儿家庭提供

支持服务；

继续开展阅读推广系列活动，2022 年重点开展培育社区阅

读自组织及社区阅读推广人培育工作及扩大已有阅读推广点覆

盖面；

探索以公益少年培育模式为核心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并形

成可推广的服务经验。

在专业支持方面，主要工作计划为：

继续保持开放，加强与企业的合作，通过开展公益服务和针



对员工赋权增能服务，提升员工和企业的自我服务能力，从而改

善工业区流动工人及其子女的生存发展环境；

围绕机构愿景使命，结合协作者学堂建设，重点培育工业区

青年志愿者，将社会工作服务理念与方法进行推广，培育打工青

年成为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知识的公益人才，深化助人自助

的本土企业社会工作模式；

引入更多先进的社区自组织管理培育经验、项目管理经验，

将工业区打工青年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经验，志愿者管理与培育经

验、工业区流动儿童社区教育经验等成熟的核心项目经验进行总

结提炼和推广。

在研究倡导方面，主要工作计划为：

开展探索工业区流动儿童社区教育服务模式的行动研究；

开展打工青年参与公益慈善与社会工作研究；

在工业区传播倡导先进的社区教育理念与方法，带动影响更

多家庭；

完成至少 2 个实务案例，分享给其他社会组织，推动本土企

业社会工作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