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文镜慈善基金会

理想社区项目自我评估报告

项目名称 鼓浪屿理想社区

执行机构 厦门市思明区启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周期 2019年 5 月 1 日至 2020年 4 月 30 日

金 额 10万元整

报告期间 2019年 5 月 1 日至 2020年 6 月 30 日（因受疫情影响，项目延期）

一、人员与组织管理情况

1．组织内部如何决策？通常，哪些人参与项目重大事项的决策？

（1）组织内部分工情况

项目配备 1 名全职工作人员、1 位项目督导及 1 位兼职财务人员，以确保项目的有序

推进及服务的开展。1 名全职工作人员负责项目计划推进、项目宣传、项目具体服务开展

等具体执行工作。项目督导由启福项目主任及外部资深督导组成。启福项目主任对项目进

行整体把控及指引，通过线上指导、例会的形式每周对项目进行督导，确保项目整体有序

推进；外部资深督导对项目进行整体督导，为项目发展进行指导。项目兼职财务人员负责

项目经费的出纳及其他行政工作。

（2）组织内部决策过程

在服务的具体执行方面，由一线社工决定。在项目推进工作中，执行社工对服务具体

实施的内容、方案及设计拥有主导权，尊重社工自主性

在项目走向方面，由项目主任、督导、一线社工讨论确定。项目配备的资深督导根据

项目目标及服务开展情况，对项目工作人员进行督导，与工作人员共同讨论项目后期发展

方向，确保服务品质；项目主任统筹项目发展，在具体项目推进中通过线上线下督导形式，

为项目发展提出指引。

在项目整体定位方面，前期由机构管理层跟进鼓浪屿实际情况共同协商确定；在申报

阶段，主要由副总监与项目主任根据理想社区的定位，共同讨论确定服务定位。

在项目其他管理方面，主要依托机构原有的管理制定进行，如财务使用、员工管理等

均根据机构相关制度要求，予以确定执行。

2．服务对象对项目的评价；

（1）服务对象中的合作单位：支持与认同



项目一如既往的受到各合作单位的支持与认同，共同合力推进各项服务的开展及宣传

工作。在项目的运营过程中，除了大力推动社区青年、儿童、青少年参与到社区，也积极

挖掘社区资源单位，定期与合作单位进行沟通与交流，促进资源单位共同合作开展服务，

在密切的服务合作当中，获得了各合作单位的认同，积极主动协助各项服务的推进工作，

以确保服务有更好的成效，为社区青年、青少年、儿童提供更好的平台。

合作单位留言截图 1

合作单位留言截图 2

合作单位转发活动截图 3

2、服务对象中的参与者：成长与收获

参与者在项目不仅体验丰富的文艺活动，还一起参与到最后的文艺展示以及成品的创



作当中。项目开展丰富的知识性、趣味性、文艺性的学堂，发挥青年优势，为社区儿童、

青少年提供多元的学习、参与平台。同时更多的发挥参与者的优势力，共同探索社区，了

解社区，并通过自主设计成品，融入社区文化元素，创作社区故事、社区棋盘游戏。例如：

社区棋盘游戏，通过成品的义卖及大型棋盘游戏的互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游戏当中，以

十人的力量带动百人的参与。不仅如此，我们发起的小额支持社区行动计划，从活动方案

书写，到活动内容策划，到物资购买，再到具体实施，社工一对一指导青年及青少年骨干

参与，从活动策划、经费指导、对外沟通等方面进行指导与支持，不断提升他们的能力，

让他们自主性得到增强。

参与者截图 1

参与者截图 2



参与者截图 3

参与者截图 4



参与者截图 5

参与者截图 6



参与者截图 3

（3）服务对象中的社区骨干

项目透过艺社联动、小额支持等内容，推动青年骨干、儿童青少年，积极发挥优势、

能力，组织社团活动，开展社区行动，带动其他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同时，社区骨干透过

社团活动的讨论策划，社区行动的设计开展等，不仅学习到了活动策划、对外沟通、经费

使用等知识与能力，而且，在成功实施过程中，获得了其他居民、游客的认可与支持，给

这些社区骨干带来了较强的成就感，也促进他们更愿意投入其中，主动分享及带领。



参与者截图 1

参与者截图 2



参与者截图 3

3．在本项目的执行过程中，组织中都有哪些部门的哪些人参与该项目的工作？人员

投入的数量、质量与效率是否与预期一致？

（1）项目执行过程

项目的具体工作执行由一名全职工作人员全权负责落地，项目管理和指导由机构副总

监、项目主任和督导负责跟进、管理与督导，项目的宣传、协助以及行政财务工作由其他

项目工作人员、财务协同支持。

（2）项目效益情况

从项目投入有一名全职社工，以及后方支持团队（副总监、项目主任等），使得项目

的整个进度与目标有序推进。同时，从项目产出来说：其一，服务有质量，全年指标完成，

居民反馈好，社区骨干能动性提高。其二，服务有成品，支持 8场微创投、5场社团活动、

一份社区棋盘游戏。其三，服务有合作，项目联动了外图书店、菽庄花园等共同开展活动，

拓展了社区活动空间，增强了辐射区域。

4．在本项目执行过程中，合作部门的哪些人参与本项目？承担了哪些具体工作？

序号 合作部门 参与者 承担工作

1 鼓浪屿外图书店 店长店员
场地设备提供、共

同参与体验

春  木木
这里微创投的数据跟后面“4场屿你益起行小额支持活动”不一致是什么原因呢？还有别的微创投支持的活动么这里的“5场社团活动”对应是指“艺社联动”里面的活动么？为什么说这些活动是服务“成品”？

余婷
部分微创投是没有申请小额支持，但是是由青年骨干自主策划开展的微创投活动。艺社联动是为了促进社团的成型，并在过程中开展社团成立会及团建活动，这5场社团活动对应的就是艺社联动中社团的内活动3、这几场服务是在社区骨干及社团培育过程中有骨干成员自主策划开展的，是项目服务推进的成果。同时，社区棋盘游戏也是一个可视化成品。



2 菽庄花园 提供场所支持 场所免费支持

3 海底世界 场所及人员支持

提供免费场所支

持，并提供对接人

员安排游客参与

4 海天堂构 提供场所支持 场所免费支持

5 八卦楼 提供场所支持
场所免费支持及

设备

6 德育基地 提供场所支持
场所免费支持及

设备

7 厦门二中 少年队辅导员 宣传招募

8 音乐学校 老师
宣传招募及活动

协助

9 鼓浪屿历史文化陈列馆 讲解员
提供场所及场所

讲解

10 鼓浪屿音乐厅 提供场所支持
提供场所及钢琴

设备支持。

11 新浪厦门小海豚爱心图书馆 编辑
宣传报道、共同参

与体验

5．机构的项目管理是否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在下一阶段项目实施中，贵机构

打算如何完善项目管理？管理上有什么经验和教训？有什么事情需要在项目监测和评估

中跟进吗？

项目根据服务方案予以有序推进，项目管理团队及督导的稳定性，确保了项目的持续

性深入，使得项目目标逐步达成。同时，在方案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疑问的，可以与基

金会相关官员进行及时的沟通交流，有利于项目朝向目标发展。

二、项目实施进度

1、项目计划执行情况对照表

项目计划 服务主题 实际活动 备注

“琴岛文艺”

学习计划

创艺30平：

艺术学堂

开设艺术学堂 10 个，即琴岛合唱班、琴岛朗诵培

训班、美术创意学堂、尤克里里学堂、卡通速写学堂、

陶笛之声学堂、少年乐队、酷我街舞学堂、笔上花鸟工

一致



笔画学堂、指尖艺术手工坊。借以学堂的形式，透过青

年骨干才艺服务社区青年、青少年、儿童，带动社区文

艺氛围，并带领参与者体验、学习不同的技能。通过这

样的形式促进青年骨干与参与者互动，在此期间提升锻

炼骨干能力。

多 元 文 艺

体验坊

开展鼓浪繁星、社区棋盘游戏、渡口风云、忆·琴

岛岁月体验坊、青年说、社工职业体验、复兴路游记等

7个体验坊或学堂，以琴岛为主要内容，邀请社区文化

达人或青年骨干授课分享，促进青年与儿童青少年互

动，发挥青年特长，引导社区儿童青少年观察社区、了

解社区，通过海报、手工、写作等多元艺术形式将其呈

现，并在成员参与过程中锻炼成员的合作能力、沟通交

流能力、动手能力、逻辑能力等

一致

“琴岛文青”

交流计划

家庭小聚

会

在项目点或骨干家中，以茶话会、沙龙的形式开展

5次小聚会，同青年骨干自由交流讨论接下来的活动开

展以及社区参与

一致

旅行畅聊

邀请青年骨干及其家人共同参与自然体验的短途

旅程，让青年在工作之余得以放松，同时在轻松愉悦的

氛围下互相分享交流自己对鼓浪屿对社区的想法

一致

“琴岛人文”

参与计划

慢闪人文

开展第三届鼓浪书声朗诵比赛、“趣读琴岛·漫想

生活”冬令营、海洋精灵公益读书会、理响琴岛悦读会

等 5场慢闪人文活动。透过链接德育基地、海底世界、

菽庄花园、海天堂构、外图书店、八卦楼等社区空间资

源，以朗诵、真人图书馆的方式传播鼓浪屿文化，倡导

社区环境保护。

一致

艺社联动

开展工笔画班会、美术创意班会、指尖艺术手工坊

班会、社团小聚、青年骨干会议、骨干团建活动等 5场

艺社联动活动，通过社团活动，促进社团成员及青年骨

干相互交流，以有别于日常课程学习的形式，在轻松的

氛围下，共同交流对社团的期待；多个社团主要成员的

一致



聚会，促进社团与社团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增进相互间

的熟识。

“琴岛家节”

行动计划

艺术191文

化艺术节

开展暑期结营礼、社团成果展两场艺术节活动。活

动表演以儿童、青少年为主，联合青年骨干，将学堂、

社团所学进行展示，将鼓浪屿的人文风采进行展示，营

造文艺氛围。

一致

屿你益起

行

开展假如我有一把快乐的钥匙、户外钢琴展演、落

指生花手工坊、共享阅读·好书漂流等 4场屿你益起行

小额支持活动。活动面向青年、青少年提供小额支持，

促进青年、青少年发挥自身力量，组织策划开展社区活

动，当前共有 4支团队申请小额支持，面向社区开展亲

子阅读、户外音乐展演、手工、阅读分享等活动，营造

社区文艺氛围，增进社区青少年参与与体验

一致

宣传 社区宣传
通过入户宣传、志愿者协助宣传的形式，面向辖区

内居民进行服务宣传。目前共计开展宣传活动 26 次。
一致

注：备注部分主要说明项目实施与计划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原因是什么？调整之

前是否征得林文镜慈善基金会的同意？

2、项目目标及目的的达成情况，有哪些具体及可量度的成果

项目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项目共完成项目工作数为 65 个，服务总人次 3666。其

中小组、工作坊 22 个，服务节次 151，服务人次 1648；活动 16 场，服务场次 26，服务人

次 2011；进行项目宣传 26 场，制作成品 1份。

序

号
项目计划 服务主题 形式

指标量 完成情况
达成

情况数量 人次 数量
节次/

场次
人次

1
“琴岛文艺”

学习计划

创艺 30 平：艺术

学堂
小组 5 100 10 115 789 达成

多元文艺体验坊 工作坊 / / 7 31 825 达成

2
“琴岛文青”

交流计划

家庭小聚会
沙龙/

工作坊
3 / 5 5 34 达成

旅行畅聊 活动 1 / 1 1 35 达成

3 “琴岛人文” 慢闪人文 活动 4 200 5 11 1105 达成



参与计划 艺社联动 活动 4 / 5 5 36 达成

4
“琴岛家节”

行动计划

艺术 191 文化节 活动 1 / 2 2 466 达成

屿你益起行 活动 3 / 4 8 376 达成

5 宣传
项目宣传 入户宣传 2 / 26 26 / 达成

琴岛棋盘游戏 成品制作 1 500份 1 / 500 份 达成

疫情期间，居民受到疫情影响情绪比较焦虑，且因疫情的严重，不少居民因此而长期

居于家中，也因此有不少负向情绪的产生。对此，项目积极联合青年骨干及资源单位，开

展相关服务。期间，社工积极发动青年优势，和青年骨干共商共议，共同发起线上活动。

结合读书会阅读分享的形式，运用喜马拉雅、录音软件、配音软件等线上工具，进行好文

的阅读分享，及读后心得，通过每日打卡阅读的形式促进亲子共读，增进亲子互动，培养

居民的阅读习惯，营造书香氛围。自二月初以来，线上阅读分享已开展四期，平均每期近

三十位居民参与其中，线上打卡率达 90%以上，根据家长反馈，近半数成员养成了每日阅

读习惯。

3、请简要说明下一步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变更计划的打算？如果有的话，打

算变更什么？原因是什么？

因受疫情情况，项目个别活动有延期开展，经过与基金会的讨论，项目周期顺势延长

以更好地完成服务内容。

四、经验总结

1、项目经验教训：

（1）居民才是更好的传播者。在项目的不断发展与推动中，不少居民都积极的参与

到项目的宣传当中，促进项目服务知晓率的提升，同时也吸引青年加入，分享自己的才能，

为社区青年、青少年、儿童提供更多的参与体验的平台。项目每周都会进行社区宣传，通

过双月刊分发及扫楼的形式，让更多的社区居民了解项目服务，除了社工宣传，社区居民

也一起加入到项目服务宣传的行列，每两月双月刊推出时，青年来到项目将双月刊拿回分

发给左邻右舍；青少年利用寒暑假闲余的时间，协同社工一起进行项目扫楼宣传。不仅如

此，今年，参与者更是化身社区能人“发掘者”，主动发掘社区能人并推荐给项目，有的

参与者已化身“社工”，与社区能人做好沟通，鼓励社区能人主动联系项目表达活动开展

意向。今年，有三位青年骨干是通过活动参与者发掘，面向青年新增开设工笔画学堂、发

动有乐器基础的青少年组建少年乐队。

（2）营造人与空间的关系。项目服务推进过程中，结合社区探索类活动、节日性活

动、户外展演等形式，以提升参与者对社区空间的认知程度，促进参与者与社区产生互动，



让参与者能够亲近社区，建立与社区关系的纽带。例如：项目在推进服务过程中，积极联

动了辖区各类资源，德育基地、海底世界、菽庄花园、海天堂构、外图书店、八卦楼等社

区空间，都成为了社区可以共享参与的空间，青年及儿童成为社区文化传播者，走进鼓浪

屿的大街小巷，去到社区不同的空间，把这些文化、所学予以展示。在此过程中，参与者

不仅收获了知识、能力提升，也感受到文化自信，增强了他们对社区的喜爱与归属。

2、就项目的社会价值、项目的创新性和项目的可持续性三个方面做重点分析；

（1）社会价值：①服务成效的达成。在居民参与上，活动参与率达 80%以上，出勤率

较高。在青少年、儿童及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方面，通过节日性活动、户外展演活动等多

元形式，促进社区居民更多的与社区产生互动。通过社区宣传，以及社区居民自主协助项

目发掘，促使今年新增 3名社区能人加入到社区参与当中。②项目延伸的价值。从青年骨

干培育，到文艺体验活动打造，再到与社区多个单位的合作，这使得鼓浪屿的文化资源得

到开发，既有人的优势，又有鼓浪屿本身的文化特质，这为我们后期开发鼓浪屿对外的文

化体验游提供了基础。

（2）创新性及可持续性：①项目的创新性在于社区价值的开发。从挖掘和培育人，

到链接和调动社区资源，再到发挥社工专业优势，形成文化体验服务，这将社区的文化价

值予以开发及利用。②随着项目的逐步深入，资源与人的培育工作加深，未来项目的文化

体验及文化传播可以面向除社区居民之外的人员，让他们体验到鼓浪屿的深度文化。

3、对项目设计的改动建议和需要跟进的工作；

①项目的改动建议：无

②需要跟进的工作：后续服务深度及对外渠道的开发。

4、对林文镜慈善基金会的其他建议。

我们希望可以充分发挥及调动两年服务以来积累和培育的人、文化、单位等资源优势，

带领其他人感受和体验鼓浪屿，因此，希望可以借助基金会的外部资源优势，可以推荐学

生、亲子家庭、其他单位人士等来参观、参与我们的鼓浪屿文化体验游。

春  木木
在人与空间的关系营造上，除了拓展了新的地点作为展示的舞台，他们跟这个地点的互动有哪些呢？

余婷
除了作为展示的舞台，也作为学习和文化传承分享的平台。儿童青少年在这些社区空间中，尤其是核心要素、博物馆等社区空间，可以为儿童青少年提供多元学习的平台。同时儿童青少年在学习了解的同时，传承琴岛文化，并将所学知识结合成品创作、宣传介绍等等形式向社区的居民、商家、游客进行宣传。

春  木木
文化自信和对社区的喜爱与归属是怎么得到体现的呢？

余婷
鼓浪屿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但许多的儿童青少年仅了解琴岛部分浅层的文化知识，对琴岛文化没有更深的了解及概念。当通过促进成员走进社区与社区产生连接，将文字的文化知识，转化成儿童青少年可见、可触、可理解的时，成员对琴岛文化，名人历史会有更多的兴趣与概念，从而增强他们对社区的喜爱，同时，最为关键的是，他们也成为文化的传播者，从服务接受者到文化的主动传播者，这是文化自信最明显的表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