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翟美卿

使慈善成为一种时尚、
一种风气、一种文化

慈善广州的企业担当：

香江集团14年捐款16亿 300万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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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新时代 公益广州

扎根广州的全国首个非公募基金会的是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与 1987 年霍英东捐资到中山
大学建设体育馆、2017 年广州提出深化“羊城慈善为民”行动创建全国“慈善之城”等大事并列，入
选广州市慈善会的“改革开放 40 年广州十大慈善事件”。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非公募基金会，由广州大型民企、总资产超过千亿元的香江集团创立，
名为“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自此，香江集团累计向社会捐赠逾 16 亿元，受益群众超过 300 万人，
成为企业行善、履行社会责任担当的典范。

民企社会责任的“001”号

2005 年 6 月 14 日，香江集团出资设立香江社会救
助基金会并落户广州，该基金会是我国首个国家级非公
募基金会，民政部对基金会批号为“001”。 多年来，香江
社会救助基金会创始人、主席翟美卿女士在慈善领域展
现出卓绝才能及领导力，被国家民政部两次授予“中华
慈善奖”，她也是国内首位“卡内基慈善奖”得主。

翟美卿被誉为商界传奇女企业家，其投资创办的企
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是覆盖商贸物流、城市运营、
金融投资、科创服务、健康文旅、资源能源等几大领域的
商业王国。

拥有了物质财富的翟美卿曾在日记里写道：“我突
然体会到，如果能够为社会做点事情，这样的人生才真正
有意义！ ”其实，早在 1992年，事业才稳定的翟美卿就开始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助力“春蕾计划”，兴建希望小学；
设立“中国少年儿童专项基金”“翟美卿专项基金”……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始终聚焦“教育、扶贫、救助、
赈灾”四大领域，在广东、贵州、云南、四川、河南等贫困
地区及缅甸华人的乡村学校建立了 1671 家香江爱心图
书室，为超过 200 万名学生送去图书。 乡村孩童闪亮着
眼睛与外界相识，在幼小的心灵里，他们埋下走出大山、
用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

一本图书的温暖轨迹

迎来送往，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深耕乡村教育十多
年，一路前行，一路思考。 2018 年，基金会发起“美好阅

读共创计划”，呼吁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共谋善
举。 短短数日，27 名本土企业家欣然入列，认捐 35 间爱
心图书室，“我们不再单干，有了新的合伙人。 ”香江社会
救助基金会秘书长胡玉萍说，同行者都是公益路上最美
好的伙伴。

呼朋唤友同行善事。 善城广州人人公益。 如是。
爱心图书室如一粒火种， 点燃山乡孩子的希望，也

聚合同道企业的光亮。
小小图书室，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
事实上，以香江命名的爱心图书室，从出生之日起，

就有如香江集团一样严格、高端、一丝不苟的“标准化”
建造和管理模式。

为了将这一项公益服务发挥实效，香江基金和翟美
卿将细节做到极致：入选图书室书单的图书，要经专家
反复论证。 每一本书都要精挑细选，要对少年儿童心理
健康有益，能促进思考；书桌是圆角，书架不会太高，书
屋色彩适合阅读……你能看到的细枝末节，无一不是根
据小朋友的身高、年龄、心理特点来做科学设计的。而将
互联网技术引入图书室，又为身处僻壤的孩子，插上翱
翔世界的翅膀。

专业团队陪伴心灵成长

2017 年， 脱贫攻坚号角吹响，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
下，乡村教育疾步推进，硬件设施日趋完善。 “新时期，我
们又有了新使命。 ”胡玉萍细细介绍设立于 2018 年 6 月
的“香江心灵成长计划”，“城乡差异仍然存在，乡村儿童
获得的心理教育、心理服务资源非常少，我们希望有专
业的团队陪伴孩子们的心灵成长。 ”

香江的“护心”团队由心理学博士周蓝岚带领，自主
研发课程体系， 已在省内 17 个乡村学校开设心理健康
课。 “学生们特别亲近我们， 每次下课都要被他们里三
层、外三层包围起来提问。 ”周蓝岚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比
划，“每节课下来，我都要收到这么一叠小纸条，上面写
着孩子们的各种问题。 ”

冰晶童心，不忘感恩。 去年 1 月 9 日，“香江爱心图书
室十周年暨中国阅读公益峰会”现场，来自湛江遂溪的受
益小学生代表邓筱珞用稚嫩的童声，给她的“翟妈妈”朗
读一封感谢信：“在书里了解历史，看到现在，期待未来，
书成了我们连接世界的阶梯……由衷感谢翟妈妈捐赠给
我们的‘香江爱心图书室’，这是一份无比珍贵的礼物。 ”

新快报：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是民政
部注册登记号为“001”的非公募基金会，
从成立之初至今， 一直被社会广泛关注。
成立基金会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翟美卿： 我一直很想有个基金会，按
照自己的理念去做慈善品牌。 1992 年我开
始做慈善，经过 5 年时间，我萌发了成立
基金会的念头。 香江集团那时已经确立了
“办好实业、回报社会”的宗旨，从企业利
润中拿出一定比例做慈善，并且不断延续
下去。 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施
行，允许企业成立非公募基金会。 我主动
出击，派专人负责跟进，第一个提交申请
成立基金会的材料，第一个在民政部拿到
非公募基金会登记证书。

新快报：您如何看待企业发展和践行
社会责任的关系？

翟美卿：做企业不是单一追求物质和财
富的增长，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社会作贡
献。慈善是正能量，在全社会传播善言、善行、
善念，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让这个时代更有
道德，这是我对慈善的理解和追求，也是我们
基金会的理念和愿景。 慈善文化给我的家庭
和企业都带来了正能量。 厚德载物，这很重
要，否则企业发展不可持续。 “使慈善成为一
种时尚、一种风气、一种文化”，这是我的追求
与梦想，也是基金会的实践与探索。

新快报：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的发展
目标非常明确，并围绕聚焦点不断创新成
长，您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收获？

翟美卿：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大环
境，就没有我的今天。 慈善是我的第二人
生。 人不仅要有物质追求，还要有价值观
和精神的追求。 如果做企业仅仅是为了自
己生活得更好，人生的理想就太低了。 最
后确定企业宗旨是 “办好实业， 回报社
会”，也算是重新确定了人生理想。 在我做
慈善的过程中， 我的人生经验不断增长，
心灵、精神也得到了升华。

新快报：香江基金的发展目标日后是
否会有调整？

翟美卿：成立之初我们就确定在“教
育、扶贫、救助、赈灾”四个领域开展工作，其
中以教育为主，我坚信知识能改变一个人的
命运，而教育则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我们
始终瞄准贫困地区最急迫的需求，帮助处于
生活困境中的贫困人群。时代在前进，慈善公
益事业要与时俱进，在“办好实业，回报社会”
的宗旨之下，在“爱、诚、信”的价值观下，我们
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

■“香江心灵成长计划”为孩子带来了希望。 （本版图片为采访对象提供）

■翟美卿表示，做企业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作贡献。

■香江爱心图书室精挑细选对孩子有益的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