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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以艺人效应推动社会公益项目的开展
——以广州市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穗城满爱·百家大吉”公益项目为例

刘文顺 1　韦海霞 2

（1. 广州市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0

2.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江门 529030）

摘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服务是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重

要手段，其中艺人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推动社会公

益项目开展的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本文以广州市穗星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开展的社会公益项目为例，总结项目推进过程中艺

人参与的情况，并对艺人参与后的影响和效益进行分析，继而反

思项目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改进的方向，望能为社会工作机构推

广公益慈善项目提供参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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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公益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元素，社会工作是慈善公益

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推进社会治理需要借助社会广泛的慈善公

益力量。2019 年国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是对慈善

公益的规范性约束，也为慈善公益服务指引方向；在 2021 年底发

布的“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中提及“社会力量参

与社区服务”。近年来政府在工作报告或民政工作中反复提及促

进社会工作的发展，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帮扶社区

困难人群，凸显出政府对社会慈善公益力量的重视。社工机构作

为社区服务重要的纽带，需要考虑如何动员、组织社会力量，更

好地服务社区居民，推动社会治理。

在民间，2014 年 8 月在微博上开始的“冰桶挑战”，体验式

公益活动迅速引爆了全民参与公益的热情，在此之后尚有“减衣

挑战”“白饭挑战”等一 批体验式公益活动。这些体验式公益活

动既保留了原有的公益元素和公益服务宗旨，也凸显了在体验过

程中的“体验性”和“参与性”，在受助方和资助方中实现共赢，

推进社会帮扶。这也为利用艺人效应推动社会公益项目的开展在

思路上提供可行性参考。

本文以广州市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穗星社工）

推行“穗城满爱·百家大吉”公益项目过程中为例，探讨在项目

推进过程中如何动员艺人参与，艺人参与后的影响和效益，以及

反思项目后续的推进和发展工作，为社会工作机构推广公益慈善

项目提供参考思路。

一、以艺人效应推进社会公益项目的契机

（一）社会工作机构的劣势

受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中国大陆社会工作与港澳台地区或

者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存在先天不足，在发展的过程中

遇到多种障碍和困难：

1. 社工机构数量多，但是知名度低

目前社会工作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发展土壤较好，在沿海地区

特别是一线城市，社工机构的注册数量多，但是社会工作机构在

社会上的知名度和社会认知度低。也导致了社会工作在社会各界

中的话语权少，社会影响力不足，不利于社工机构为社区困难人

群发声。

2. 社工机构普遍没有公开募资资格

社工机构在募资中需要依靠有公开募资资格的慈善组织，也

导致了社工机构在自主性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需要依靠更多外

部支持力量才得以完成自己的宗旨和规划。

3. 社工机构的社会吸引力低

社会吸引力一般受个人魅力或主体公信力影响，目前社工机

构受限于社会的认知程度及服务对象为兜底人群，难以为社工机

构扩大影响力。单纯依靠社工机构负责人的个人魅力过于狭隘，

即使成为市级品牌社会组织依然难以在社会普罗大众中形成影响。

（二）艺人群体在社会公益服务中发挥的作用明显的不足

艺人虽然是社会的个人，一起参与社会建设。虽然有类似于

韩红创立“韩红基金会”、李连杰创建“壹基金”，但是总体而

言，大多数艺人在参与社会公益上凸显的作用不明显，参与度低。

主要原因有以下：

1. 刻意保持与公众的距离，为了躲避绯闻或者是保持自己在

公众心目中的“人设”定位，大多数艺人往往会选择和其他非艺

人圈子的人保持距离，即使个别艺人、艺人不介意，但是其公司

也会对其进行限制。

2. 艺人能投入在社会公益服务的时间少，艺人大多数需要“跑

通告”、拍戏、应酬等，真正刻意投入到社会公益服务的时间非

常稀少；及时投入，也仅仅是在捐赠资金或物资的时候出席。

3. 艺人群体对社会兜底人群的了解程度普遍较低，艺人在培

养的整个过程中都会投入大量的资金，因此他们的需求层次都比

较高。即是有草根艺人的出现，但是也只是占据极少数，大多数

艺人很少切身接触社区的兜底人群，了解他们的需求。 

4. 艺人在社会服务方面缺乏专业性，除了天生资质较好被选

定为童星，大多数艺人是科班出身或者经过表演方面的训练形成，

他们不会再投入时间、精力甚至根本没有兴趣去学习专业性的救

助技巧。

二、项目的起源定位

项目的定位关系到项目的性质是公益性或是营利性，对于项

目在开展过程中社会吸引力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穗星社工的“穗

城满爱·百家大吉”公益项目自 2020 年开始运行，定位为脱贫攻坚。

受客观因素影响，广州花市取消，桔农手中存蓄了大量的滞销花桔，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血本无归”，为了解决吉农面临的困境，

穗星社工以慈善购买的形式将桔农手中的滞销产品买来赠送给社

区困难群体，以此保障他们的收入同时又为社区困难群体送去温

暖，以此达到互利共赢。但是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

的人力、物力，对于社工机构来说存在较大的考验。

三、项目探索与实践

（一）项目初次探索

在 2020 年末到 2021 年初，广州市处于疫情常态化阶段，广

州市政府决定继续取消花市，这又将影响大批桔农的收入，在此

情况下，穗星社工再次启动“穗城满爱·百家大吉”公益项目。

以摸石头过河的心态，穗星社工通过新浪微博、小红书、知乎等

媒体平台，通过留言向粤港澳大湾区艺人的个人工作室传达“穗

城满爱·百家大吉”公益项目的意愿。在经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穗星社工成功邀请到大约 7 名艺人，他们愿意资助项目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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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穗星社工与艺人个人工作室的沟通，他们需要穗星社工

做好活动的日程安排，艺人的个人工作室以捐款或者认购的形式

购买“穗城满爱·百家大吉”公益项目需要的物资，与穗星社工

参与到“穗城满爱·百家大吉”公益项目的过程中。在参与后，

穗星社工通过个别访谈的形式了解艺人参与后的感受，整理参与

过程中的照片素材，通过艺人工作室进行推广和传播，在社会上

得到热烈的相应。

在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12 月，穗星社工通过“穗城满爱·百

家大吉”公益项目筹募到款项 29.3 万元，接到物资捐赠折合物资 2.2

万元，参与捐赠的人数达到 4264 人。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广泛

地动员了社区各类群体，例如社区党支部超过 15 个，发动社区企

业、社会组织 77 家，发动社区志愿者 740 人，共帮扶社区困难人

群 1730 户，3999 人。在项目的开展过程中，穗星社工引导艺人参

与到和社区困境长者，深化艺人对困境人群的了解。在这种体验

式的参与下，更好地传播公益慈善理念，吸引更多人的参与。

（二）项目再实践与总结

在往期服务的铺垫下，穗星社工在 2022 年继续开展“穗城满

爱·百家大吉”公益项目。除了继续引用 2021 年在粤港澳大湾区

艺人的新浪微博、知乎、小红书等方式留言外，穗星社工还通过

分享过往服务剪影在穗星 TV、公众号、微博等方式推广，通过多

途径的宣传让更多的人群可以了解“穗城满爱·百家大吉”公益

项目。除此以外，穗星社工还邀请“老戏骨”、香港艺人进行“造

势”，通过“老戏骨”、香港艺人的粉丝进一步扩大项目的宣传，

强化项目的影响。

在新春期间中，穗星社工成功邀请到 18 位艺人参与到“穗城

满爱·百家大吉”公益项目之中，在本次邀请到的艺人里面就包

括了广东著名情景喜剧《外来媳妇本地郎》中康天庥的扮演者——

李俊毅，一起参与新春期间的关怀慰问，为 600 户困境家庭送去

年桔和新春祝福。参与完后，社工了解到本次艺人的参与主要是

经过上一年度艺人参与后的分享，因此有参与的兴趣。根据艺人

的反馈，还有不少的大湾区艺人和企业与穗星社工聚在一起商谈

后续的公益合作方向。其次穗星社工再结合重要节日——植树节

等，邀请大湾区艺人、爱心企业一起参与到年桔的种植之中，在

活动中强化艺人、企业的参与感和体验感，提升对公益事业的理解，

传播公益理念。同时动员爱心企业、热心居民一起参与年桔的认

购和认捐，以推动更多的爱心企业、热心个人参与。穗星社工的

活动获得今日头条、搜狐网、网易新闻、腾讯新闻等 243 家公益

媒体的宣传报道，大大促进了项目的知名度。

四、总结与反思

（一）项目的不足

1. 艺人效应尚且限制在艺人圈内，对于粉丝的动员欠缺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以 2021 年与 2022 年相比，参与到项目

的艺人数量以及艺人的名气都有了较大的提升。在 2021 年中响应

“穗城满爱·百家大吉”公益项目的更多是“18 线”的演员；在

2022 年响应的就有东山少爷、阮星航、关心妍等在粤港澳有一定

名气的艺人。在对艺人的访谈中了解到艺人之间会比较社会参与

情况、曝光情况等，因此项目有在艺人圈中传播。但是目前在项

目过程中对于艺人背后的粉丝团的动员程度较低。在无法得知捐

赠人情况下，暂时没有因为艺人而参与到“穗城满爱·百家大吉”

公益项目的居民。

2. 宣传途径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穗城满爱·百家大吉”公益项目有在今日头条、搜狐网、

网易新闻、腾讯新闻等 243 家公益媒体的宣传报道。结合社区实际，

在具体服务过程中，社区困难人群接触这些平台的机会较少；因

为新媒体传播的信息量较大，一般人群关注度也没有特别高。因

此为了进一步推进项目的传播开展，更好地实现项目与项目参与

艺人的共赢，需要进一步拓展宣传途径。可以考虑从“线下 + 线

上宣传”的形式相结合，增加线下宣传的频次和频率，增加艺人

的参与及其曝光程度，从而更好地推进项目的名气和口碑，一次

打造成品牌项目。

3. 项目的资源需求较大，需要有更多的资源倾入

项目主要是帮扶弱势群体，营造社区和乐共享氛围，在这个

过程中需要投入很多的人力、物资以及资金。虽然现在已经整合

较多的社区资源，联动到较多的企业，但是还是需要收紧输出。

这也影响到项目推进的广度和深入，难以有更多的覆盖面。还需

要进一步整合资源，促进项目的运行和良好发展。

（二）反思提升

1. 完善信息公开，提升公信力

因为难以全面看到项目开展过程的全部环节，社会大众对于

公益组织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为了打消社会大众对项目的疑虑，

社会组织应当采用主动公开的形式加强对信息的公开，将收支情

况和帮扶情况通过网站、公众号平台等向社区居民公示，向捐赠

单位和个人反馈帮扶情况。在这个方式下，既提升机构的公信力，

可以让慈善组织、爱心企业、热心居民信赖，以得到其支持，也

进一步传播项目的影响力，强化大众的参与信心和参与度。

2. 强化艺人的参与度，增加与艺人及其粉丝的粘合度

在项目进程中进一步加强艺人的参与度，除了类似“穗城满

爱·百家大吉”公益项目中邀请艺人、公司参与年桔种植，还可

以尝试邀请艺人参与到项目的线下宣传、项目募款的过程中，强

化机构与艺人的黏合度。公益项目也可以更好地利用艺人效应吸

引更多的艺人粉丝、热心居民参与，拓展资源途径，扩大资源池。

同时借助艺人效应，机构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艺人粉丝，扩大机构

的知名度，推进项目品牌化。

3. 精准项目定位，强化项目的可持续性策划

公益项目的主办机构需要精准项目的定位，从公益服务的角

度以及服务对象的情况来吸引各主体的参与。在定位的基础上开

始完善项目的设置，理清资源、实施主体、受助主体的关系和界限，

明确目标与实施计划，以突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在方案实施的过

程中需要加强与各主体的面谈，了解他们的反馈，确保项目在整

体上达到共赢的效果，以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

4. 建立三方合作机制，促进多方合作

主办机构需要与参与方（艺人工作室）密切联结，利用好数

字化媒体，以“社工机构 + 媒体 + 艺人工作室”形成三方合作机

制。以艺人参与吸引数字化媒体的兴趣，通过数字化媒体宣传艺

人的参与及项目情况。即在公益推进的过程中做好项目正向宣传，

提升艺人的正向曝光，塑造并维持艺人在社会大众的人设，以满

意艺人需求，同时可以通过宣传提升项目的知名度的推广程度。

通过媒体宣传可以获得社会人员的了解，促进他们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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