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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提供）

项目周期：2001 年至今

2018 年项目收入 :
593 万元

2018 年项目支出：
658 万元

基金会介绍
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于 2008 年，始于 2001 年创始人张帆发起的奖学金项目，目前是一家非公募、

项目运营为主的基金会。弘慧的愿景是让每一个乡村孩子有尊严、有担当地融入社会，使命是弘道致远，慧智育人。

主要贡献于 SDG4 公平教育。

来自基金会的话

我们理解教育是长周期的，不认为教育问题通过 3 年、5 年能够
解决，所以我们立足于打造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陪伴乡村孩子
们的成长，希望通过打造个体示范来带动乡村教育观念和系统的
改变，去探索适合乡村孩子的教育。

—— 张帆，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

2018 年项目占
基金会支出比例：

“筑梦计划“项目

资金来源：
            企业 / 个人
            其他基金会 + 互联网众筹

53.39%

>8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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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筑梦计划“项目

项目简介

筑梦计划始于 2001 年弘慧创始人张帆发起的奖学金项目，至今仍在进行中。弘慧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发现，湖南西部
贫困山区教育面临着儿童因为家庭贫困无法享有受教育权利的问题。其中，留守儿童比重大、有社会扶助需求的缺口，虽
然短期助学能缓解学生经济压力，但在其长期成长过程中需要社会融入的多方面支持。基于此，筑梦计划旨在通过打造一
套农村学生成长的长期陪伴体系，涵盖初中、高中、大学三个阶段，提供经济扶助和社会融入支持两方面的干预，帮助农
村学生完成学业、融入社会，最终回报社会，实现受助者自助并助人的传承。筑梦计划是弘慧围绕乡村教育问题进行的系
统性干预的一部分，主要针对学生个体，此外还有针对学校、教师等的项目正在进行。

项目的主要活动包括：
(1) 设立由本地志愿者担任辅导员的筑梦中心，为农村学生提供课后陪伴；
(2) 为中小学阶段的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助学金形式的经济扶助，并开展夏令营等拓展机会，提供经济和社会融入双

方面的支持；
(3) 项目支持的学生进入大学阶段后，将加入自发自发组成的弘慧学子联合会，联合会定位为专注于公益传承和技能成

长，鼓励学生践行和发起公益项目；同时项目设有英才基金，为有没有能力负担全部费用的学生提供读研、出国求
学的经济资助。

项目在 9 个县建立了筑梦中心，支持了 3600 名农村学生。

影响力

什么
• 为当地学生提供长期的成长陪伴；
• 通过提供经济支持，帮助农村学生完成初二至大学毕业的学业；
• 为项目地学生提供课外拓展机会，开拓视野，融入社会；
• 为项目地校长提供培训，对教育机构领导力进行赋能，提升本地教育资源。
预期外影响：筑梦计划在一些县初见成效之后，得到了当地教育局和一些本地企业的认可，他们主动对接弘慧，为项目提
供资金等支持。此外，项目的受益学生中有很多主动报考师范学院，毕业后回到本地任教，推动了本地教育资源和教育能
力的发展。

谁
农村学生得到了经济或社会融入的支持，为享受受教育权利和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126 所合作学校，尤其是校长从

项目受益，通过项目接触了更多元的教育管理理念；进一步促进了农村教育发展本地志愿者和社会志愿者参与了项目的执
行，其中仅 2019 年，本地志愿者贡献了 26000 多个小时的志愿服务，4386 人次的社会志愿者提供了 11 万小时的志愿服务，
通过参与项目了解农村教育和农村学生现状，进一步推动了公民参与；在捐赠人层面，除了资金捐赠之外，还有 700 多人
次的捐赠人提供了 6500 小时的志愿服务。

项目其他的利益相关方还包括为项目提供专业技术支持的合作公益机构、项目地的学生家长和教育职能部门。

多少
• 性别平等方面的贡献：70% 的受益孩子为女性；
• 升学率的提升：项目受益学生初中阶段辍学率不到 5%，高中只有个别流失；
• 高等教育录取率的提升：受助学生的一本录取率达到 50%，二本 80%，远高于湖南省平均的一本率 13% 和二本率不到

20%。

长期贡献与风险
长期贡献：
• 催化当地教育系统改革和教育观念革新：项目地县域教育部门主动寻求合作，如沅陵县教育局专门设立公益办公室对接

弘慧及其他公益组织的项目；本地居民的教育观念在项目引进的多元社会力量和实践推动下有所改变，意识到素质教应
与应试教育并重；

• 培育本地教育新力量（志愿者、捐赠人等），改变了农村教育由单一行政力量主导的局面；
• 为农村教育培养师资服务力量：项目直接受益学生中超过 20% 填报了师范院校，目前 330 名大学毕业生中有 50 名回到

家乡任教；一半以上弘慧大学生为弘慧提供志愿服务，为其他农村初高中生的成长提供陪伴。

风险：
因为项目的干预方式涉及维度较广，进行项目产出的评估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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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及挑战

机遇：
项目到目前为止已经积累的经验如果通过专业力量的支持和干预，可以加速项目的模式化。城乡冲突对于农村教育和

城市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筑梦计划一定程度上响应了这个新要求。

挑战：
筑梦计划的长周期性、无明确退出机制的特征导致了机构和项目发展缓慢。目前的专业能力无法系统化项目模式，增

加了传播和复制难度，需要专业力量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