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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新年献词 

蓝信封 2022 年新年献词｜在书信里，遇见真实的乡村孩子，也遇见真实的自

己 

——文：周文华，蓝信封理

事长 

 

      这是笔者在构思新年献词时，偶然看到的一个通信大使打卡反馈，通信孩

子的书信太过真实，让我心疼这位回信的大使，因为不好回应；但也羡慕这位

大使，因为她收获了一位珍贵的书信笔友（就是这位弟弟了）。 

      我们梳理下这位通信孩子信中表达的事情，真的是属于连锁反应加“屋漏偏

逢连夜雨”。 

 

 

第 ① 条线：生病导致成绩下降 

首先是生病了，原因是维生素不足，关

键是因为生病他请了很多天假，导致成

绩下降，尤其是数学成绩； 

第 ② 条线：成绩下降后，母子关系不

和 

注意，孩子的烦恼是妈妈一直说他，并

不是因为生病，或者成绩下降； 

第 ③ 条线：狗狗死了，他很伤心 

农村孩子一般对狗狗等小动物感情很

深，狗狗在这个节点死了对孩子打击肯

定很大； 

第 ④ 条线：大使寄来的照片被抢，他

打架抢回去 

在孩子眼里，不管照片好不好看，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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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姐姐一定很重要，所以他对照片也很

重视，而且还是一位血性男儿； 

第 ⑤ 条线：因为打架，被老师批评 

我好奇的是，这孩子和另外一位谁打赢

了？照片抢回来没有？我怎么好奇这个

呢？ 

第 ⑥ 条线：写信能写更多字了，很开

心 

我们并不清楚是否存在因为要写信，所

以练日记的逻辑关系，但重要的是，这

么一个很小的成长（就是字写多了），

孩子有了对自己肯定的评价，并很开心

地分享给大使，并且在分享的过程中很

自豪。 

 

       一数竟然六条线了，我在想，这孩子表达真精炼，600 字估计一页多纸吧，

可以写这么多事情，还如此跌宕起伏。 

       那么，我们经常问什么是真实的乡村孩子（这里包含了蓝信封重点服务的

留守儿童群体），从上边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 

● 孩子并不怕遇到困难，他很想克服的，如果家里人可以多理解，那该多

好； 

● 孩子是很在乎一段关系的，他已经是一个大男孩了，知道要守护这段关

系； 

● 孩子能发现一点点的小小成长，如果有了肯定，他肯定能成长得更快。 

 

       那就是青春期的我们该有的样子，我们也不过是一个大“小孩”罢了。不标

签化孩子，不把孩子当成弱势群体，蓝信封倡导的是“同一片蓝天下，我们共同

成长”。 

       同时志愿者们需要明确，我们既不是问题的解决者，也不是心理干预者，

我们是孩子的倾听者，是孩子的树洞，认知好这个定位，才能更顺畅地把书信

写起来，还记得当初的考核题目吗？蓝信封八字真言“平等、尊重、陪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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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在书信里，遇见真实的乡村孩子，也遇见真实的自己。 

 

       为推动通信大使和通信孩子的关系，在书信效果评估方面，我们做了一些

突破性的工作。 

       蓝信封从 25T（2020 春季-2021 夏季）通信周期开始，为每对通信关系做

书信效果评估工作，因为我们收到过无数类似的咨询困惑，“蓝信封您好，我很

想知道我这一年半 12 封书信，究竟有没有帮到孩子？” 

       在以前，我们会说“教育是很缓慢的，我们要耐心地等待开花结果”。但是

从今年 6 月开始，蓝信封已经具备较强专业能力了，我们开始面向 25T 的通信

配对关系做一些评估工作（这个评估仅作为参考）。 

 

       到 26T 通信大使结业时（今年 12 月），我们已经可以根据算法对合计

5399 对通信关系进行评估，通过雷达图里的五梯度六指标，把通信关系分为了

十大类型（自由表达型、主动分享型、真情实感型、认知多元型、逻辑清晰型、

梳理启发型、共同成长型、榜样模仿型、正向影响型、潜力进步型）。每位通信

大使定制的专属通信评估报告将在 1-2 月陆续发出，还在通信中的大使们

（27T、28T）也可以期待。 

 

       蓝信封作为承载通信大使和通信孩子的关系的书信平台，它的运营，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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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力、物力和信息化技术等支持的。 

       蓝信封需要自筹经费，目前蓝信封最主要的（超过 50%）经费来源，就是

5108 名月捐人（截至今天），这里边大部分是我们的通信大使，包含： 

① 通信结束的（核心群体）； 

② 正在通信的 ； 

③ 通信考核落选的（占比达 15%）。 

       感谢你们，是你们让这个纽带持续。 

       未来蓝信封在专业化公益、信息公开、规模化服务乡村儿童方面，还会持

续努力，期待每位月捐人能认真查收每月一期的项目报告和财务报表。 

       蓝信封也会努力创造更多月捐人参与蓝信封的渠道，包括 ： 

① 即将开展的年度捐赠人（捐赠满一年）电话回访 ； 

② 信息公开日（2 月底，线上+线下）； 

③ 项目学校探访（六一儿童节）等。 

       感谢你们，蓝信封邀请大家参与更多。 

       蓝信封是一个关系纽带构建的书信平台，而推动社会改变的是你们，因为

你们既是直接提供服务的志愿者，也是项目捐赠人，两重身份。 

       承载通信大使和通信孩子关系的这个书信平台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通信孩

子-通信大使-月捐人，三者的一起努力的。 

       期待我们的孩子有一天成为我们的志愿者，也期待通信结束后的大使能成

为我们的捐赠人，换一个角色服务更多的乡村儿童。 

       蓝信封作为一个构建纽带的书信平台，服务更多有倾诉需求的乡村孩子，

为乡村孩子寻找更优质的通信大使，为这段通信关系寻找持续支持的月捐人，

是蓝信封 2022 年的三个新年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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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写版新年献词 

   

 

蓝信封理事长 周文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于广州 

 

机构简介 

       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简称蓝信封），是一家专注乡村儿

童心理陪伴和研究的专业公益机构。蓝信封通过培训志愿者，为乡村儿童提供

一对一长期（一年半以上）的书信陪伴，引导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机构创始于 2008 年，并于 2012 年在民政局正式注册为社会服务机构。蓝

信封 14 年来已为来自全国 893 所学校的乡村儿童，提供书信陪伴服务，来往

信件达 101 万封。 

      蓝信封荣获团中央和民政部联合颁发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和权益

保护示范项目”（2017），国务院扶贫办（现更名国家乡村振兴局）颁发“志愿者

扶贫 50 佳案例”（2019），在 CCTV1、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均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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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 

 

                            蓝信封服务乡村儿童数量分布图 

乡村儿童 

76180 位 

 

乡村学校 

753 所 

 

累计来往书信 

1013477 封 

 

 

• 注册名称：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

留守儿童关爱中心 

• 注册时间：2012 年 11 月 19 日 

• 登记类型：民办非企业单位 

• 登记机关：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 

• 统一社会代码：

524401050565913725 

• 联系电话：020-34258106 

•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赤岗

街道广州大道南 448 号财智大厦

2601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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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报告 

1.1 理事会治理 

1.1.1 组织架构 

 

 

1.1.2 理事会 

 

周文华 理事长 

男，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博士，2008 年起参与蓝信封志愿服

务工作，专注留守儿童心理陪伴领域做一线公益实践，兼任

全国青联委员、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理事、广东省民政厅智

库专家、菁莪计划成员（公益青年研究人才支持计划）。 

 

 

孙德寿 副理事长 

男，中共党员，清华大学在职博士，2008 年起参与蓝信封志

愿服务工作，温润投资创始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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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尹南 理事 

男，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博士，2009 年起参与蓝信封志愿服

务工作，东莞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阳明慧 理事 

女，北京大学在职博士，2016 年起参与蓝信封志愿服务工

作，洋紫荆油墨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总监。 

 

 

韩杨海龙 理事 

男，2009 年起参与蓝信封志愿服务工作，青少年教育企业

CEO。 

 

 

1.1.3 监事 

 

 

林耿斌 监事 

男，中山大学本科，2008 年起参与蓝信封志愿服务工作，安

克创新消费者和市场洞察高级总监。 

 

1.1.4 专家顾问 

机构发展专家顾问 

关伟楷  

广州伯睿凯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公益行业财务管理与合规建设专家，加

拿大特许专业会计师协会（CPA Canada）广州分会前会长。 

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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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越秀区颗粒公益传播发展中心创始人，公益行业品牌与传播专家，入选

2017 福布斯中国 30 岁以下精英榜。 

梁海光  

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公益行业筹款与内部管理专

家，广州市海珠区政协委员。 

 

项目专业技术专家顾问 

周晖 博士 

香港大学发展心理学博士，中山大学心理系副教授。 

丁如一 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博士，中山大学心理系副教授。 

陈香君 博士 

中山大学社会保障专业博士，华南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 

徐慧 博士 

巴黎狄德罗大学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博士，深圳技师学院心理老师。 

 

1.1.5 理事会治理 

         理事会严格依据章程开展活动，以下为章程重要摘录，也是理事会决策的

依据原则： 

         1、本单位的性质是举办者主要利用非国有资产、自愿举办、从事非营利

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本单位的登记管理机关是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 

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州市海珠区委员会，本单位接受登记管

理  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和其他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  

       2、本单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本单位的

宗旨是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社

会道德风尚，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致力于构建志愿者与乡村儿童长期的朋辈间

心灵交流的平台，引导乡村儿童确立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唤起社会对乡村儿

童的广泛关注，共创平等互爱的和谐社会 。   



10 

 

         3、本单位设理事会，其成员为 5 人。理事会是本单位的决策机构。理事

由举办者（包括出资者）、职工代表（由全体职工推举产生） 或有关单位推选

产生；理事必须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不得凭借

理事身份从民办非企业单位牟取不正当利益。理事每届任期 3 年，任期届满，

连选可以连任。理事会每年召开 2 次会议。严格实行集体审议、独立表决、个

人负责的重大事项决策制度，并接受监事会或监事监督。   

 

         2022 年蓝信封按要求召开理事会会议，其中重要决议摘录如下： 

         1、审定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持续对全职人员能效，筹资能效，单

位乡村儿童服务成本提出控制要求，持续把降本增效放在第一位，用好捐赠人

的每一分钱。 

         2、选举，增补理事：按照章程选举新的一届理事成员，周文华连任理事

长，具体名单见上述理事介绍，并提交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备案。 

       3、认真面对来自大使的咨询及投诉，一方面完善客服咨询体系，一方面

需要建立风控反应机制。尤其在疫情引发的学校收发信困难，充分和通信大使

做好沟通。 

         4、控制规模扩张，认真打造质量，抓手包括数字化，标准化疏理，保证

口碑，稳定体系。 

 

1.2 内部管理 

1.2.1 季度答辩 

         蓝信封季度工作答辩是职业化、高效能工作的保证。所有全职参加答辩，

以求对每个季度工作总结及下季度规划有更准确和符合战略的总结和行动。 

         2022 年 1 月：复盘 2021 年度工作成效，拟定 2022 年战略目标及进行碰

撞与计划落实，大使通信培训课程打磨、结业回访月捐转化、结业通信反馈等

大使服务端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并持续投入探索，并在政府端、企业端合作也取

得重大进展，逐步形成稳健的学校来源、志愿者来源、资金来源。 

         2022 年 4 月：复盘第一季度工作成效并达成第二季度 OKR 指标，机构

进行岗位职能细化及分工调整，并开始在传播做专岗人才培训，系统开始搭建

平台传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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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复盘第二季度工作成效，调整年度目标和制定下半年工作

OKR，岗位工作迭代，进行项目标准化搭建，进一步做好项目的精细化运营。 

         2022 年 10 月：复盘第三季度工作成效并达成第四季度 OKR 指标，所有

岗位工作分为运营工作和社群工作两大板块，并开始探索各社群服务工作，通

过社群和传播推动项目的可持续。 

 

1.2.2  季度家访协力营 

        季度协力营面向蓝信封为全职伙伴/实习生，开展家访项目通信孩子、文化

传承和公益学习等内容，以提升个人公益行动力，提升团队协作能提，提升对

服务对象需求敏感度。蓝信封分别在 1 月、4 月、7 月、10 月举办协力营。 

 

1.2.3  学习型团队 

       蓝信封鼓励全职在业务能力稳健后，不断对外学习，提升个人的实务能力、

专业发展能力、公益认知能力等，以不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公益人。以下为核

心员工的对外专题学习名单： 

时间 学习人员 学习项目 学习内容 

2022-2023

年 
陈一馨  梁惠婷 

公益慈善领军人物研

修班第六期成员

（MPS） 

人文慈善和科学公

益专业学习 

2022-2023

年 
杨玛丽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第

十七期成员

（EMP） 

专业化公益管理教

育项目，培养社会

创新创业型高级管

理人才 

2022-2023

年 

陈彩娇  杨玛丽 

欧文君  黄宇恒 

南都基金会“雁翎计

划” 

能力建设-团队领导

力 

2022-2023

年 
许建晓 

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

“字节传播人才计划” 
能力建设-公益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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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年 
杨玛丽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千人计划” 
能力建设-公益筹款 

2022-2023

年 
刘晓婷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腾讯透明公益助力计

划 

能力建设-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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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牌传播报告 

2.1 媒体热度 

2.1.1 微信公众号 

蓝信封微信服务号：蓝信封邮筒 

全年推送内容 59

篇 

首推推文平均阅读量 1.1 万次 

粉丝总量 27.8 万人 单篇推文最高阅读量 3.2 万 

 

2.1.2 蓝信封抖音 

 

蓝信封抖音号：倾听留守儿童的心声

（BL_lanxinfeng） 

全年推送内容 207 条 

粉丝总量 3.5 万人 

直播次数 109 场 

抖音总点赞量 13.7 万次 

抖音总播放量 248.4 万次 

动员志愿者 1476 名发布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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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其余自媒体平台 

 
微信视频号：微信搜索【蓝信封邮筒】 

 

 

 

小红书：蓝信封邮筒 
 

 

 

微博：蓝信封行动 
 

 

 

哔哩哔哩：蓝信封行动 
 

 

 

知乎：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 
 

 

2.2 品牌合作活动 

中国工商银行×蓝信封 

自 2020 年以来，蓝信封与中国

工商银行开展员工公益合作，共

招募到 1562 名企业志愿者与乡

村儿童开展一对一书信笔友活

动，累计书信 1.5 万封。 

  

 

 

https://www.xiaohongshu.com/user/profile/622177cc000000001000ab6c?m_source=bingsem
https://weibo.com/u/2045902961
https://space.bilibili.com/416419534?spm_id_from=333.337.0.0
https://www.zhihu.com/organization/question/hot


15 

 

字节跳动×蓝信封 

2022 年 6 月，蓝信封携手发起为

乡村儿童送儿童节祝福的活动，

联动了 1476 名通信大使发布视

频信，赢得字节跳动公益 20 万

元广告金，助力书信项目的宣

传。 

2022 年 6 月，蓝信封携手央视四

大名嘴：金龟子、董浩叔叔、李

小萌、徐俐以“未成年保护法”为

主题进行公益直播，同时为书信

项目代言，提高了品牌影响力。 

2022 年 9 月，蓝信封参与字节跳

动公益的 9 月公益月传播计划，

与 12 位抖音达人在短视频/直播

联动，动员 48971 名网友为项目

捐款共 6.3 万元，同时提高了书

信项目的品牌影响力。 

 

央视主持人

公益直播 

 

 

  

 

 

阿里巴巴×蓝信封 

从 2019 年至今，蓝信封与阿里巴巴

公益基金会开展员工公益合作，共招

募到 838 名企业志愿者与乡村儿童开

展一对一书信笔友活动，累计书信

12728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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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科技×蓝信封 

2022 年的腾讯 99 公益日，蓝信

封通过线上动员志愿者领取小红

花获取配捐；线下在广州微信园

区内通过义卖活动、消费捐的形

式向公众进行宣传，共筹得善款

107678.28 元。 

 

 

 
 

 

2.3 机构荣誉 

        1、项目荣获 2021 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颁发的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

个 100”先进典型宣传推选活动“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2、项目荣获 2019 年国务院扶贫办（现更名国家乡村振兴局）颁发的“志

愿者扶贫 50 佳案例”。 

        3、项目荣获 2017 年团中央和民政部颁发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和权益保护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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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筹资报告 

3.1 2022 年资金来源明细 

蓝信封 2022 年度资金来源明细（单位：人民币元） 

资助方 捐赠金额/元 

蓝信封月捐计划 3,473,712.00 

北京网易传媒有限公司 297,029.70 

广东省唯品会慈善基金会 160,000.00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159,600.00 

万科公益基金会 100,000.00 

重庆德勤公益基金会 99,476.54 

爱德基金会 86,400.00 

埃森哲（中国）有限公司 60,000.00 

广东省广发基金公益基金会 60,000.00 

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30,000.00 

北京蓝驰公益基金会 30,000.00 

汇丰软件开发（广东）有限公司 17,848.20 

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 112,500.00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83,375.00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千百计划千名筹款官项目） 59,4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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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百蹊教育基金会 50,575.00 

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 50,000.00 

南都公益基金会 30,000.00 

上海浦东新区恩派公益基金会 10,000.00 

暨南大学 81,000.00 

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 79,207.92 

眉山市彭山区民政局 15,000.00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9,900.99 

眉山市彭山区老干部服务中心 6,000.00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眉山市彭山区委员[图片]会 3,000.00 

其他 16,881.48 

 

3.2 资金来源占比分析 

        2022 年，机构总筹款 5,121,131.03 元，更多的捐赠人和资助方加入，陪

伴乡村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一方面，搭建月捐人服务体系，对相关捐赠行为数

据进行积累和开发，帮助月捐人实现捐赠价值的最大化和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

继续开展多元化筹款渠道，围绕月捐、企业、政府、基金会和众筹平台等渠道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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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务报告 

4.1 2022 年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机构总收入较上年度增长 42%，主要体现在月捐和企业筹款方面，

筹款稳定性持续提升。2022 年机构总支出较上年度增长 37%，但机构服务规

模增长约 2 倍，服务成本快速下降。 

        2022 年机构总体支出占比较稳定。项目费用占比 89%，费用主要用于项

目直接支出如物资、信息化等费用，及保障通信服务的人力费用。书信项目是

心理服务类的项目，不是通过直接把钱给到孩子回应心理问题，而是通过给孩

子搭建一对一书信沟通平台，提供心理支持。人力费用主要是投入运营推动志

愿者和孩子把信写起来和写好，比如学校端老师的对接沟通，确保乡村儿童收

到信件和按时回信；课程研发和培训、志愿者的通信咨询服务；志愿者和孩子

信件的监测和极端个案干预等。这些都是需要依赖于蓝信封全职和实习生团队

成员的持续投入来保障的。 

       11%的管理费用，为底层保障，确保机构的合法合规高效运营，接受政府

相关部门年度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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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元） 2022 年（元） 增长率 

收入总额 3,346,171.79 5,121,131.03 42% 

支出总额 3,245,002.92 4,616,222.49 37% 

 

  

 

4.2 2022 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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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审计报告查看路径：蓝信封官网-信息公开-项目合规性建设-审计报告

（http://www.lanxinfeng.org/information/report/audit-report/） 

 

5. 项目报告 

5.1 项目分析报告 

5.1.1 政策依据 

        针对乡村儿童心理健康的建设工作，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部门连续颁发了

《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教思政厅函〔2021〕10 号）、《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教体艺〔2021〕7

号）等文件要求。在民政部和国家乡村振兴局发布《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

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民发〔2022〕11 号）的指导下，蓝信封乡村儿童心

理陪伴项目致力为乡村儿童提供心理疏导和情感陪伴。 

  

5.1.2 需求分析 

       社会亟需关注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根据《2022 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报

告，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 15-20%，接近

于成人。而乡村儿童身处在父母外出打工、家庭离异破碎等环境，心理问题呈

现严重趋势。 

       1、青春期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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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青春期初期的乡村儿童，是心理风险爆发的最关键的年龄段。青春期

初期乡村儿童心理变化大，是亲子沟通问题集中爆发的时候；学业压力剧增，

容易诱发厌学；开始住宿生活，面临和同学朋友相处的烦恼，需要适应新的环

境。 

       2、人际关系缺少引导 

      对父母关系呈现叛逆关系，对朋辈关系若即若离，背负巨大学习压力，为

身体发育而困扰，开始追抖音快手，有自己的喜欢的歌曲和明星，开始有了对

未来懵懂的理想。特别是留守儿童、单亲、重组家庭的乡村儿童在获得情感陪

伴和专业支持非常薄弱。因此，在青春期初期阶段给予乡村儿童倾诉、沟通和

引导渠道，搭建一个给予归属感和安全感的长期关系，尤为重要。 

       3、预防极端个案，建立心理前筛机制非常重要 

      对于青少年群体，前期问题识别特别关键，能否及时察觉孩子的异样，并

给予有效的关注和引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心理健康的发展趋势。 

 

5.1.3 项目成效分析 

       1、对乡村儿童：促进乡村儿童心理发展 

       项目通过书信笔友活动提高乡村儿童的情感表达能力和认知加工能力，并

通过深度陪伴成长的通信大使的榜样作用，帮助儿童提高心理韧性和情绪稳定

性，提升面对困难的抗压能力。在 2022 年最新发布的书信笔友项目的研究评

估报告显示（下载路径见蓝信封官网-信息公开-成效评估模块，论文已发表到

国家级蓝皮书刊物），认为书信项目有效改善乡村儿童的心理状况，显著提高儿

童的情感表达能力和认知加工能力，具有更好的亲社会行为和高支持利用度，

从而对辍学、自杀、自残等极端行为进行了有效阻隔。 

       2、对乡村学校：推进学校德育和心理工作 

       书信陪伴活动为教师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类的第二课堂活动提供有效抓手，

可以通过校团委活动、主题班会课的形式开展，广受教师欢迎。同时，每月一

次的书信往来，营造积极关注心理健康的校园氛围，拉近学生与教师的距离，

学生遇到困难更加主动找老师沟通，老师对学生的身心健康状态也更加了解。

蓝信封并不参与极端个案的直接干预，蓝信封作为志愿服务活动，而并不作为

心理咨询或心理干预项目。项目采用“红黄绿灯”的监测机制，对校园极端个案

具有一定的预警作用，因此也成为学校推进德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有效抓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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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参与志愿者：双向成长 

       参与一个长期类的志愿服务项目，志愿者在陪伴孩子的同时实现自我成长，

表现在社会责任感增强，以更多的身份参与公益服务（比如参与服务后的 20-

30%志愿者转化为蓝信封月捐人或持续第二期书信服务志愿者）。 

  

5.1.4 关于项目成效的研究论文发布 

       1、发表论文《书信陪伴：社会组织参与下的农村留守儿童心理介入》，作

为农村教育章节研究案例，发布于《公益慈善蓝皮书 2016 年》，由中山大学中

国公益慈善研究院编制。 

       2、发表论文《蓝信封志愿者服务模式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由中山大学社会工作博士主导，入围团中央四个志愿服务案例库

之一，并作为推荐案例，2015 年。 

       3、陈雨新、童顶：《中国留守儿童书信访谈录》，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年。 

 

5.1.5 内部风险防控策略 

       不给孩子带来伤害，一直是蓝信封项目的基本守则。总的来说，蓝信封项

目通过 14 年探索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风险控制措施： 

       1、书信中是不允许加微信，也不允许留地址，双方的信件先通过蓝信封平

台中转，对于一个没有见面的项目类型，较之需要见面的线下公益，毫无疑问

风险发生率至少降低 1-2 个数量级，属于低风险公益类型（低风险系数）； 

       2、确定孩子通信的边界，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个笔友活动，他知道有告别

的时刻，知道只是聊天不能索要礼物等，这些边界的确定系统上规避了对孩子

造成的伤害。其实笔友活动，在七零后八零后是很流行的，可以理解这只是一

个延续； 

       3、确定志愿者通信的边界，志愿者是树洞是倾听者，不是问题解决者，不

是心理干预者，在前期志愿者考核过程就需要背诵蓝信封八字真言“平等-尊重-

陪伴-分享”，这些措施都能帮助志愿者明确边界，这些边界的确定大大减轻了

志愿者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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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广泛的志愿者参与埋下基础； 

       4、基于数字化建设的推进，给蓝信封带来更强的信件管控能力、更精准极

端案例报告能力，在这方面蓝信封项目潜力很大，随着“文本挖掘”、“情感分析”、

“交互分析”等科技的发展，蓝信封需要进一步提高在数字化的投入，一者进一

步规避风险，二者进一步起到极端案例的预警作用，三者系统可以更高效响应

志愿者的反馈定制需求。 

 

5.2 项目分析报告 

5.2.1 一月项目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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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二月项目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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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三月项目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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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四月项目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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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五月项目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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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六月项目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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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七月项目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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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八月项目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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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九月项目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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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0 十月项目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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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十一月项目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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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十二月项目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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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致谢 

       大使和孩子们通信关系的构建有赖于社会不同部门不同社群的通力协作，

我们发现参与蓝信封的不同单位已经超过了 1000 个，包括 700+学校名单，

20+县域合作政府名单，20+企业合作名单，月捐人 6000+，高校召集人 300+，

我们无法一一列举，这里分类别列出，感谢各位。 

项目学校书信老师和校长们 

县域合作的地方慈善会、教育局、民政局、团委、妇联等部门 

员工公益志愿服务参与的各大企业单位 

蓝信封月捐人 

蓝信封通信大使 

蓝信封高校召集人 

蓝信封乡村召集人 

蓝信封实习生团队 

蓝信封信息化技术供应商及专业技术志愿者团队们 

蓝信封物流快递及打印扫描业务供应商们及快递小哥们 

牵线学校资源/物料资源/资金费用的同行、基金会、企业、爱人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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