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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新窝”筑梦计划项目自我评估报告 

项目名称 “蜗居新窝”筑梦计划 

执行机构 福州市美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周期 2018年 4月 1日至 2018 年 9月 30日 

金额 10万元 

报告期间 2018年 4月 1日至 2018 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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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内部设立理事会，决策由理事长牵头，其他两名理事

共同参与决策，理事会下设执行主任，项目主管、项目社工。机构行政事务由执

行主任牵头，项目主管、项目社工参与决策。机构项目事务由项目主管牵头，执

行主任和项目社工参与决策，以项目主管的决策为主。 

2．服务对象对项目的评价； 

来榕外来家庭，一开始对项目是抱有质疑的，他们不相信世上会有这么好的

事情，他们不相信自己会成为“被馅饼砸到”的那个人，后来我们着手对二胎家

庭进行改造，他们还是抱着观望的态度，直到这户家庭成功改造后，他们确定是

完全免费后，才算彻底相信我们了，接下来他们就很主动的报名了。我们顺利改

造了 32 户的“蜗居”家庭，他们总体还是很满意的，也很感谢基金会和社工的

帮助。当然有部分人比较缺乏感恩的心，他们觉得做得没有第一户家庭那么好，

其实在报名阶段和确定名单阶段，我们都有清楚跟他们说明改造内容，是统一的

“套餐”，不像第一户那么好，第一户的改造花费了将近 2 万的钱，而我们的项

目资金是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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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是由机构执行主任担任项目主管的，由她整体策划项目内容，她负责

整个项目的运作和管理，机构另一名专职社工也有协助开展活动，另外机构招募

的 3名实习生也参与了该项目。人员投入的数量、质量与效率与预期是一致的，

整个项目进度都在项目的计划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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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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海都报记者也就是项目的发起人：他参与了项目的前期筹备工作和二胎

妈妈家庭的改造资金募集工作，以及项目宣传推广方面的工作。 

2）软装设计师团队：负责第一户典型二胎家庭的居家改造设计工作以及城

市蜗居」设计&摄影展的讲解工作 

3）硬装团队：负责蜗居家庭的家具定制、家具安装、墙面翻新、线路整改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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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的管理工作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有序的，需要完善的地方是项目的财务

管理方面，机构刚成立的前几个月，项目的财务都是机构人员自己记账做账，没

有专业的会计人员，从 7月份开始，我们请了兼职的会计，这样就把项目财务工

作慢慢规范了。 

二、项目实施进度 

1、项目已完成的活动 

1）团队组建 

项目立项后，项目团队也组建完成，确定了设计师团队、施工方团队、

社工团队、志愿者团队、媒体等组成项目团队，各方明确彼此的职责和执行

时间表。 

2）前期调查 

2018年 4月，我们进入西洋新村接触“蜗居”一族，入户实地了解他们

的居住状况，并在社区摆摊设点，宣传蜗居改善项目。“蜗居者”很好奇，

纷纷前来咨询。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我们了解了他们的需求，并让他们填写

了服务需求表，这使项目后期的开展更有针对性。 

3）二胎妈妈蜗居改造——5 平米的新窝 

在媒体记者的推荐下，我们确定一户二胎妈妈家庭作为项目首个改善对象。

这个准四口之家的房子仅有 5平方大，怎么为她和她的孩子设计一个新家呢？我

们联合了软装设计师、硬装设计师、装修师傅、家具师傅、墙绘志愿者等一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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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这个四口之家。从初期的评估、研讨、设计、测量到中期的设计施工到完工，

我们用了 22 天的时间，使这个蜗居变新窝。当看到这个新家的时候，5 岁的大

宝再三确定是自己家后，小心翼翼地脱下鞋，奔向床底的儿童乐园，一把所有的

玩具揽在怀里，抬头望着妈妈：“妈妈，妈妈，我以后可以脱鞋在房间玩了。” 

4）媒体宣传、线上众筹助力项目 

通过腾讯、电视台、报纸、各媒体官网、微信等渠道推送第一户改善案例，

形成社会效应，同时项目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线筹款，助力项目的开展。 

5）启动报名，征集服务对象 

2018 年 5月，项目启动报名，机构开通线上、线下报名通道。2018年 6月，

社工与志愿者走进更多社区进行项目宣传，征集服务对象。我们走进了下道村、

劳光村、西洋新村、洋下新村、环南新村、七星井新村、凤凰新村、万象社区等

福州老旧社区，张贴海报、分发居家安全知识手册、进行问卷调查。最后我们收

到了 37 份的报名表，经过核实信息，我们筛选出符合要求的 32 个家庭成为项目

的服务对象。 

6）「城市蜗居」设计&摄影展 

2018 年 6 月 3 日，「城市蜗居」设计&摄影展在融侨中心 ARTMALL 开展了现

场发布会。发布会上，通过对项目案例的展示，对项目的深入讲解，一比一还原

改造好的蜗居家庭，让更多人了解了“蜗居新窝筑梦计划”。同时，来自设计、

媒体、公益这三个行业的专业人士与大众分享了参与蜗居改造项目的感受。现场

参会人员进入蜗居内部进行了体验。我们还设计了以“你梦想的家”为主题的亲

子活动，小朋子们通过画笔描绘出自己理想的家，上台分享自己的想法。接着展

开小组比赛，每两个家庭组为一队，利用手头上的塑料板制作蜗居小屋框架模型，

让父母与小朋友们通过手工制作的方式近距离感受蜗居生活的不便。这次活动很

好的对项目进行了二次宣传。 

7）设计统一改造“套餐”，启动“蜗居”改造工程 

通过前期的需求调研和实地走访，我们确定了蜗居改造项目的统一“套餐”，

包括定制、安装木制床一张、木制柜子一张，安装车载灭火器、创意置物架，墙

面翻新、电路整改，提供居家安全知识手册一份。 

我们到家具厂确定床和柜子的材质和样式，与家具师傅一起逐一进行入户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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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房屋的尺寸，确定床和柜子的规格。 

床和柜子做好后，我们就一批一批的开始改造，首先是安装家具，然后是墙

面翻新、线路整改，接着是是采购灭火器和置物架，并分发和安装。 

截止到 2018年 9 月 30日，我们已经成功改造了 32户的蜗居家庭。 

8）项目回访 

    我们设计了回访问卷表，对改造好的蜗居对象进行逐户回访，收集反馈信息。 

9）“蜗居”对象故事访谈 

    改造工作结束后，我们对部分家庭进行访谈，聆听他们的故事，最后完成了

12个故事访谈。 

2、项目计划执行情况对照表 

项目计划 实际活动 备注 

步骤 1：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对项目进行推广宣传，

普及空间改善理念和蜗居居家

安全知识 

1、我们设计印刷了 1000份的居家安全知识手

册 

2、线上通过海都报、新华社、腾讯公益、福

建共青团等媒体和平台进行宣传 

3、线下我们走进了福州老旧小区进行宣传 

与计划一致 

步骤 2： 通过招募、培训不少

于 25名的志愿者，一方面进入

不少于两个社区进行项目宣传

及居家安全知识宣传，一方面

入户对不少于 30 户外来工家

庭居家环境进行评估。 

1、我们总共招募了 21名的大学生成为项目志

愿者，有进行了简单的培训，主要进行走访、

项目回访的工作 

2、我们进入了下道村、劳光村、西洋新村、

洋下新村、环南新村、七星井新村、凤凰新村、

万象社区共 8个地方进行了项目宣传，发放了

200 多份的居家安全手册及进行问卷调查，共

收回了 63份的问卷。 

3、社工与实习生进入了 37个家庭进行居家环

境评估 

与计划一致 

步骤 3：根据收集的评估结果，

组织开展评审会，确定首期项

目改善对象。 

我们根据收集到的评估结果，最终筛除掉 5户

不符合条件的蜗居家庭，最后确定 32 户家庭

为首期项目改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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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设计师团队和施工方

团队根据首期改善对象的居家

情况，制定空间改善方案。 

 

经过讨论，我们最终确定了改造的统一套餐  

步骤 5：通过媒体报道，在腾

讯公益平台众筹，让更多的公

众知晓我们的项目，提高公众

对小面积居住群体的认识与关

注。 

我们的项目放在腾讯公益平台众筹了，项目文

稿登在腾讯公益大号上，上线项目筹款目标是

682066元（原计划改造 100户）， 最后的筹款

额是 122858.02 元，虽然远远没有达到捐款目

标，但是项目文案浏览量高达 10万+，捐款人

次达到 4797，公众知晓度还是挺高的。 

与计划一致 

步骤 6：成果展示：我们计划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邀请更多设

计师加入，通过让他们了解这

个项目，看到这个项目的意义

和效果，从而让这个空间设计

在业界推广，让更多群体受益。 

 

我们举办了「城市蜗居」设计&摄影展，

通过摄影展、一比一还原改造好的空间、“理

想中的家”等活动让更多的人知晓了我们的项

目，但是除了原来的设计团队，我们没有邀请

更多的设计师加入。 

与计划一致 

步骤 7：全面实施改造 我们到家具厂确定床和柜子的材质和样

式，与家具师傅一起逐一进行入户测量房屋的

尺寸，确定床和柜子的规格。 

床和柜子做好后，我们就一批一批的开始

改造，首先是安装家具，然后是墙面翻新、线

路整改，接着是是采购灭火器和置物架，并分

发和安装。 

截止到 2018 年 9月 30日，我们经成功改

造了 32户的蜗居家庭。 

与计划一致 

步骤 8：回访蜗居对象 我们设计了回访问卷表，对改造好的蜗居

对象进行逐户回访，收集反馈信息。 

与计划一致 

3、项目目标达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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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批选 2~3个典型家庭进行空间改善，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首批我们成功改造了一户 5平米的二胎家庭，从空间布局到床、柜子的设计、

墙绘设计、小孩阅读区的设计，极大改善了这个家庭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我

们原计划为一个没有爸爸妈妈的小女孩，打造一个梦幻公主房，由于这个女孩家

已搬走，所以没有改造。 

2）提供一套易操作、易复制的改善方案，形成较为统一的“套餐”，推广到

30-50个家庭，形成规模效应。 

根据前期的调研和实地走访，我们设计了统一的“套餐”，通过线上线下征

集改造对象，最后确定了 32个家庭成为项目受益对象，每户的改造费用大约 4200

元，在原计划的改造费用（3500-5000元）范围内。 

3）倡导社会各界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环境，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与关

爱，助力他们的梦想，并参与推广改善行动。 

  项目吸引了软装设计团队、硬装改造团队、媒体记者、志愿者等的加入，使项

目得到了比较好的推广效益，获得了社会大众的认可。 

4、请简要说明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计划的变更？如果有的话，变更什

么？原因是什么？请列表说明。 

整个项目实施过程，唯一一个变化的地方是增加了一项内容，是我们选择愿

意接受访谈的蜗居对象，对他们进行访谈，听听他们来榕的故事，这有助于大众

了解外来工家庭的真实生活状况，也有助于以后为他们开展其他服务打下基础。 

5、项目实施以来具有哪些产出，引起了什么变化/具体成效是什么？如何衡

量？ 

   

活动 产出 监测指标 

项目推广、居家安全知

识宣传 

1、项目宣传展架、宣

传海报、居家安全知识

小册 

2、媒体宣传报道 

1、制作 1 份宣传展架、10 份宣传海报、

200 份安全知识小册，进入 2 个外来务工

人员集中的社区进行项目宣传和居家安

全知识宣传 

2、腾讯公益、报纸、电视台、自媒体等

平台进行宣传 

志愿者招募、培训 25 名项目志愿者 1、通过线上线下方式进行志愿者招募 

2、开展一场培训活动 

居家评估 1、“蜗居新窝”筑梦 1、志愿者入户进行“蜗居”居家环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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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服务申请表 

2、报名表 

3、接受资助声明 

4、拍摄照片 

估，收集服务申请表、报名表、接受资

助声明、拍摄环境照片 

2、确定最终改善对象 

居家改善 确定改善方案，进行实

地改善 

计划改善 30-50 户“蜗居”，改善套餐包

括添置一张木质床、安装防潮壁纸、水

电规划、配备 1 个车载灭火器、添置创

意置物架 

众筹 1、腾讯公益平台众筹

文案 

2、腾讯公益平台项目

情况反馈 

3、腾讯公益平台项目

财务披露 

在腾讯公益平台众筹，并反馈项目实施

情况，披露项目财务情况 

成果展示 创意展览 1、一比一还原改善前后的样板房 2、“蜗

居”2、开展以“你梦想的家”为主题的

亲子活动 

回访工作 回访问卷表 对改善对象进行回访，记录反馈意见 

 

6、是否有社会影响力，如何体现？ 

我们的项目获得多家媒体的报道，有新华社、海峡都市报、天天快报，厦门

头条、腾讯公益等，还有很多公众平台也宣传了我们的项目，如福建共青团、福

州别记等。我们的项目文稿登在腾讯公益大号上，项目文案浏览量高达 10 万+，

捐款人次达到 4797，公众知晓度还是挺高的。 

三、经验总结 

1、项目经验教训； 

1）在项目宣传方面，我们通过各种媒体，各种平台进行了宣传，但是这些

宣传方式却没有被外来工家庭接收到，要让更多的外来工家庭知晓我们的项目，

还是要通过传统的宣传方式，也就是实地进入社区宣传，还有就是群体间的口口

宣传。 

2）报名情况没有我们预计的火爆，即使我们走进了很多小区进行宣传，但

是报名的人并不多。经过我们的了解，这些外来家庭不报名的心理主要有以下三

种：一是他们的防备心非常强，很多人质疑我们的项目，即使给他们看了很多“证

据”，仍然无法很好的打消他们的疑虑，他们觉得天下是不会掉馅饼的，怎么会

有免费的服务呢？即使我们告知他们这个项目是慈善基金会出资来支持的，他们



 

8/9 

还是担心我们改造完之后再给他们收费。比较好的方法是先改造好一户家庭，他

们看到了，就真的相信了。因为我们在西洋新村成功改造了一户家庭，后来这个

小区的其他人才主动过来报名。二是他们存在一个特殊的顾虑，那就是担心房子

改造好之后，房东会因为房子条件变好而加房租，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觉得

“吃亏”。三是他们害怕麻烦，他们忙于生计，他们觉得改造期间需要花时间整

理房间，东西需要搬进搬出，他们没时间“折腾”。 

3）在媒体宣传方面，不能太频繁的打扰家庭，我发现第一户的二胎家庭改

造前后，各种媒体记者的拍摄，确实打扰到他们的生活了。另由于媒体记者的疏

忽，把西洋新村另一个家庭的照片，里面有母亲和孩子的正面照，没有征得他们

的同意就在某公众大号上登出来了，结果这个母亲很不高兴，我们花了比较多的

时间来道歉和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这个教训我们再次警醒要尊重服务对象，保护

服务对象的隐私。 

4）在改造工程安排方面，由于这些外来工家庭大多工作非常忙碌，很难抽

出时间来，所以改造工程的安排要尽量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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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社会价值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都高度重视外来工问题，外来工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外来工是城市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社会群

体和新型劳动大军，他们为建设城市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然而，由于经济生活拮

据，他们的居住空间往往局促、功能性不足、安全隐患等问题开始凸显。我们通

过开展“蜗居新窝”筑梦计划，致力于改善外来工家庭的居住环境，使他们拥有

整洁、有序、有品质的生活环境，从而滋养人文情怀，提升城市“温度”。倡导

社会各界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环境，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与关爱。支持关爱

外来工家庭，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2）项目的创新性 

本项目的创新点是跨专业、跨团队人士组成项目团队，一起开展项目，包括

硬装团队、软装设计团队、墙绘工作者、传媒工作者、社工、志愿者等组成的专

业团队，各施其职，合力帮扶，艺术与公益相结合，媒体记者的参与，使项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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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效益最大化。 

3）项目的可持续性 

本项目服务外来工家庭这个特定的群体，针对他们的居住环境差的特定问

题，对他们的居住空间进行改善，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我们针对这些房屋的共

性，提供了一套易操作、易复制的改善方案，形成较为统一的“套餐”，所以这

个项目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可持续性的项目。 

3、对项目设计的改动建议和需要跟进的工作； 

无改动的地方。 

4、对林文镜慈善基金会的其他建议。   

感谢林文镜基金会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与信任，我们会再接再厉的！ 

四、附件： 

1、财务报告 

2、与项目有关的各种活动图片、报告、出版物、媒体报导或影音材料，均

可作为附件放在项目完成报告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