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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广州
打造“人人慈善为人人”的城
市样本

慈善
令城市温暖
让爱心传递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通讯员 李国全

40 年前， 改革开放的春风
激发了广州经济发展的蓬勃活
力，同时，也催生了慈善事业的

种子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
1994 年， 广州首家慈善机构广州

市慈善会成立；2009 年，广州市将每年 12 月
12 日设为“广州慈善日”；2010 年起，“广州慈
善日”和“广东扶贫济困日”结合，成为全市性
的新的慈善募捐品牌项目，近三年来，广州在
“广东扶贫济困日”共筹集款物 16.61 亿元，慈

善捐赠和慈善活动的年增长率都超过
10%；2017 年，广州提出深化“羊城慈善

为民”行动，创建全国“慈善之城”
……40 年来， 慈善令城市升

温，也让爱心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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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4 年，广州市慈善会成立。
24 年来， 广州市慈善会筹集款物近 29 亿元，
其中 2008 年接收社会各界向四川汶川特大地
震捐赠款物 8.31 亿元。

2.� 2012 年 5 月 1 日，《广州
市募捐条例》实施。这是全国省会城市中
第一部规范募捐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3.� 2016 年，广益联募成首批全
国互联网公募平台。 2016 年 8 月，民
政部官网正式对外公示了首批全国互联网
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名单。 广州市慈善会慈
善信息平台作为全国唯一慈善会信息平
台， 也是全国唯一地级市慈善信息平
台入选全国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

4.� 2017 年， 广州提出深
化“羊城慈善为民”行动，创
建全国“慈善之城”，并首
次将创建全国“慈善之
城”纳入城市整体发展战
略，计划用四年的时间，深入
开展七大行动，突出实现十
大指标，把广州建设成为引
领国内、在国际上有重要
影响力的“慈善之城”。

5.� 2018 年 11
月 5 日， 广州举办
中国善城大会暨第
五届中国城市
公益慈善指数
发布会。 在 221
个样本城市中，“慈
善之城”广州的“城
市爱心 GDP” 城
市公益慈善
指数成绩走
在 全 国 前
列， 位列全
国 第 二 ， 全
省 第 一 ， 其
中“政
府 支
持 ” 得
分全国
第一。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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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慈善事业蓬勃发展

广州人素来有扶贫济困、乐善好
施的传统。

改革开放后，作为前沿阵地和我
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广州“近水
楼台先得月”， 广大侨胞和港澳同胞
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捐赠。 1984 年，香
港慈善家霍英东为中山大学捐资
3700 万港元兴建体育馆， 引领了华
侨慈善资本回乡捐资助学的潮流。 与
此同时， 本土公益慈善理念破土而
出：1983 年，广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成立；1987 年，广州市开通了全国
第一条志愿者服务热线。

1994 年，广州市慈善会成立，成
为广州首个以慈善命名的慈善机构。

自成立之日起，广州市慈
善会便秉承“扶贫济困，
见难相助”宗旨，倡导慈

善为民理念， 广泛
动员社会力量筹集
慈善资金。 同年，
广东省扶贫基金

会、广州市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
广东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也
先后成立。

这一时期，
广州慈善组织
在赈灾、 扶贫、
赠医、 助学、恤
孤等多个领域
做了大量工作，
而民间慈善组

织 也 开 始 萌 芽 。
2002 年 4 月，广东

狮子会成立，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狮子
会之一，培养了一批民间志愿组织和
广州本土慈善家。

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首
次提出鼓励“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
意见， 被视为民间慈善的破冰性文
件。 2005 年 6 月，广州企业家翟美卿
创办的“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拿到
了民政部“001”的批号，中国首个全
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在广州诞生。 自
此，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登上历史舞
台，广州的非公募基金会也开始发展
起来。

此后，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组织运作，社会参与，人人共享”
运作的广州慈善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率全国之先创建“慈善之城”

“上世纪 90 年代，我们做慈善
的形式还比较传统，如针对特定帮
扶对象，举办一些现场活动向企业
家募款等。 ”广州市慈善会有关负
责人说。 近几年，随着慈善理念深
入人心， 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
广州不断探索新的慈善形式、拓展
新的慈善领域。

2012 年，《广州市募捐条例》出
台，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率先开放公募
权。 2016 年慈善法颁布实施以来，又
先后出台 18 份政策文件， 制定《深
化“羊城慈善为民” 行动 创建全国

“慈善之城”2017—2020 年行动方
案》，首次将创建全国“慈善之城”纳
入城市整体发展战略。

为夯实人人慈善的支撑基石，广
州大力扶持培育慈善组织。 目前，全
市 45 个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吸收入驻
各类公益慈善组织 1336 个； 连续 5

年举办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资助
项目 696 个；出台《广州市社会工作
服务条例》， 全市 188 个社工站每年
服务群众超 300 万人次，全市注册义
工（志愿者）人数超过 221 万名。

广州深入实施“慈善 + 互联网”
战略，搭建了“广益联募”全国慈善组
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广益
联募平台真正打造了指尖上的慈善，
给人们便捷参与慈善的平台。 ”广州
市慈善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目
前，广益联募已有 252 家公益慈善组
织入驻、503 个公益项目上线， 累计
募集善款 3.56 亿元，捐款近 23.1 万
人次。

广州还全面推进慈善标志建设。
从 2016 年开始， 建成北京路慈善一
条街、海珠湿地慈善公园等慈善活动
基地 151 个， 覆盖全市、 贴近市民、
服务便捷的慈善服务设施网络逐步
建成。

2017 年以来， 广州将慈善与体
育、民俗、消费、实体深入融合，举办
了慈善花市、慈善庙会等活动。其中，
近 100 万人次通过现场和互联网方
式参与第三届北京路公益慈善嘉年
华活动，对接善款 380 万元；40 多万
人次投票参与寻找“慈善家庭”活动。
每年近千万人次参与慈善活动，“人
人慈善为人人”理念日益彰显。

此外，广州将慈善纳入中小学教
育内容，并在中小学全面开展“读一
本慈善读本、 上一堂慈善文化课、做
一件慈善事”活动;将慈善纳入城市
荣誉表彰内容， 设立广州慈善榜，开
展慈善家庭评选活动，让“行善光荣
得尊重”成为城市导向。 目前，共有
656 家单位、496 名个人登上广州慈
善榜。

广州慈善大事记

面前是两肉一菜一汤 ， 身边
坐着同龄街坊 ，一边愉快用餐 ，一
边拉扯家常 ， 有需要时招呼社工
过来帮帮忙 。 随着 972 个长者饭
堂在广州所有街道 （镇 ）、 社区
（村）“落地开花 ”， 越来越多广州
老人开始享受这一贴心服务 。 而
老人在吃饭的同时 ， 也通过长着
饭堂搭建起了自己的朋友圈 ，减
少了儿女的后顾之忧。

11 月的一天中午 ，72 岁的潘
姨和三位老友跳完舞后 ， 一同走

进了天河区居家养老服务示范中
心的长者饭堂 。 “结交这么多朋
友 ， 圈子大了 ， 我的心情好了很
多 ，在外工作的女儿也更放心 。 ”
潘姨乐呵呵地说。

为了让儿子专心创业 ， 路伯
和 太 太 从 山 东 来 到 广 州 照 顾 孙
女 ， 体会到广州人性化的养老服
务 ，他们也通过 “投靠落户 ”的形
式落户广州。 “中午孩子们不回来
吃饭 ，我们吃饭都是从简 ，每天一
个菜 ，省事 。 在这里吃饭之后 ，不

用买 、不用洗 、不用做 ，很方便 。 ”
路太太说。 路伯也表示，如果老两
口饭吃不好 ，身体出了问题 ，不仅
不能帮上忙 ， 反而给孩子增加了
负担。

据悉 ，为解决老人吃饭问题 ，
广州自 2016 年 起 实 施 了 “大 配
餐 ” 服务为重点的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 。 通过引进慈善力量 ， 采取
“企业让一点 、政府补一点 、慈善
捐一点 、 个人掏一点 ” 的经营模
式 ， 动员社会力量合力满足老年

人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今
年年初 ，“长者饭堂 ” 爱心餐项目
上线广益联募平台 ， 市民可为困
难老人捐款 ， 让他们也吃上热气
腾腾的爱心餐。 目前，全市共对接
慈善资源 660 万元 ，社区义工（志
愿者）服务 4 万多人次。

972个长者饭堂全市覆盖：老人开心，儿女放心案
例

2018 年 7 月 13 日 ， 慈善文化进校园活动在广州
文德路小学举办

改革潮头踏浪行 服务实体再出发
———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改革开放 40 周年发展侧记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戴曼曼
通讯员 王淼怡

南海浪涛涌，风帆起
珠江。 在改革开放 40 年
进程中，广东始终肩负着
“排头兵、 先行地、 实验
区 ”的使命和重任 ，走在
全国改革创新的 前 列 。
40 年筚路蓝缕，40 年光
辉历程，作为中国金融改
革开放的实践者与参与
者 ，一直以来 ，中国农业
银行广东省分行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经济金融方
针政策，按照总行统一部
署 ，在改革中奋进 ，在开
放中前行， 既见证了 40
年家国巨变，也践行着国
有大行的责任担当。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
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
金融的天职 ”。 从 1979
年复行之初统一管理支
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
贷 ， 到逐步进军中心城
市，广东农行紧跟改革开
放步伐，充分发挥城乡联
动的独特优势，以金融之
力助推实体 经 济 发 展 。
1979 年 7 月 ，广东农行
刚刚恢复成立时，只有 2
个二级分行 、10 个中心
支行、101 个县支行网点
机构 ， 存款余额仅 5.3
亿元 、贷款余额仅 21.4
亿元。40 年后的今天，广
东农行全辖已有 22 家
二级分行、209 家一级支
行 、1658 个 营 业 网 点 ，
存 款 余 额 近 1.5 万 亿
元， 贷款余额近万亿元。
一组组数据 ， 一个个变
化，彰显着广东农行服务
广大客户、支持地方经济
的突出成效，也标志着该
行迈入了建设国际一流
商业银行的崭新阶段。

农业银行因“农” 而生，伴
“农”成长。 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
营农业信贷、集体和农户农业贷
款、供销合作社贷款，到市场经
济改革启动后的林业贷款、渔业
贷款、小水电建设贷款、农村电
网建设和改造贷款、乡镇企业贷
款、农业技术改造贷款等；从新
世纪初的转账电话和小额农户
贷款， 到近年来的“金穗惠农
通”、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一
号工程”， 广东农行始终紧跟农
村和农业改革发展步伐，积极履
行服务“三农”的政治使命，多次
获得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表扬，
并获“最佳三农服务奖”、“扶贫
公益创新奖 ”、“金融社会责任
奖”、“广东扶贫济困红棉杯”等
诸多荣誉。

温氏集团位于云浮新兴县，创
立于上世纪 80 年代， 起初只是一
个以“七户八股”农民集资 8000 元
创办的养鸡场。 1999 年，农行云浮

新兴支行利用县域金融的有利政
策， 为温氏集团发放了第一笔贷
款，金额 150 万元。当时，这笔资金
主要帮助温氏购买鸡苗、 饲料等
物，对促进集团业务发展产生了重
要作用。 随后，农行和温氏在现金
结算、现金管理、投资银行等领域
开展全方位合作，一步步助力温氏
走出广东、走向全国。 2009 年，广
东农行与温氏集团签订 19 亿元战
略协议，开启了银企合作新篇章。

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发展，
为实现高效化、生态化、可视化饲
养，温氏集团加快科技转型，亟需
大量周转资金， 广东农行不遗余
力提供支持，截至目前，已累计提
供信贷支持 80 亿元。“公司 + 农
户”是温氏集团的主要运作模式，
在“互联网 +”的推进下，与其合
作的养殖户也开始筹建生态环保
的智能化养殖场， 但资金却成了
难题。针对养殖户需求，广东农行
与温氏合作，通过信息共享，利用

大数据技术，创新推出“温氏养殖
户 e 贷”，及时为温氏推荐的养殖
户“线上”发放贷款，破解他们的
融资难、担保难问题。 目前，广东
农行共发放“温氏养殖户 e 贷”近
200 笔，金额 1281 万元，为温氏
智能化饲养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
撑。 在农行数十年如一日的陪伴
和支持下，温氏集团由小变大，由
大变强，于 2015 年在创业板成功
上市。如今，温氏已发展成为一家
以畜禽养殖为主、 总资产达 500
亿元的大型农业龙头企业， 机构
遍布全国 23 个省 (市 、自治区 )，
合作养殖户 5.54 万户，上市肉猪
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 温氏
集团是广东农行服务“三农”的一
个缩影。 作为服务“三农”的国家
队和主力军，广东农行牢记使命、
不负重托，深耕县域金融服务，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 为广东县域经
济腾飞积极贡献金融力量。

创新是发展的永恒主题和
核心动力。改革开放 40 年来，为
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广东农
行始终致力于金融产品创新。 从
复行之初仅有的存贷汇等传统
基础业务，到今天成功实现城乡
业务联动、 国际与国内业务一
体、传统与新兴业务并举，该行
开办的金融产品多达 610 项。 近
年来，相继获得“广东省金融创
新奖”、“最具竞争力金融创新产
品”、“最受欢迎服务品牌”、“最
受消费者推崇奖”等荣誉。

40 年来， 广东农行多项创
新产品走在同业和系统前列：在
省内金融系统率先推出二手楼
按揭、 二手汽车按揭等业务，率
先推出“金钥匙”住房金融超市；
在全国农行系统率先研发“现金
管理平台” 等一系列拳头产品。
近年来，广东农行充分发挥总行

“产品创新试点基地”的作用，推
行产品创新“技术前移”，在自贸
区金融、“一带一路” 跨境联动、
零售业务转型等领域创下多个
系统第一，逐步迈向“融资 + 融
智 + 融信”的新时代。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民经济
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手工操作已
不能适应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
需要，金融科技创新成为推动业
务发展的强大引擎。 从“一把算
盘一支笔”的手工模式，到独立
的微机操作、远程数据通信网络
和 2001 年投资兴建的科技园、
自主研发的运维 ABIS 生产系
统，再到 2004 年的数据大集中，
以及近年来深耕新技术，将互联
网思维引入产品设计开发而建
成的个人客户价值发掘系统、供
应链客户发掘系统等新工具，广
东农行不断推进智能化、信息化

建设， 集中力量攻关技术难题，
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系统和特色
项目开发，多项成果在行内外评
比中获奖。 其中，“自助设备集中
加配钞管理系统”获总行优秀科
技成果一等奖，“标准化基层管
理系统”、“员工行为网格式管理
系统”获广东金融科技进步一等
奖。

改革开放不停步， 同心逐梦
再出发。 经过 40 年砥砺前行，中
国正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更加
强大的姿态，迈向人民幸福、民族
复兴、国家富强的新时代。 当前，
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
发展转变， 广东农行将继续发扬
“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改革精
神， 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新
道路、新模式，不断寻求新的增长
点和驱动力， 在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中不负期许、再立新功！

多年来，广东农行始终坚守
国有金融机构的初心，坚定普惠
金融发展的理念， 着眼实体经
济，对接地方需求，全力提升金
融服务的广度与深度。 相继获得
“支持实体经济贡献奖”、“银行
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先 进 单
位”、“最佳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商”等多项荣誉。

上世纪 90 年代，为适应外
向型经济发展和珠三角城乡一
体化进程， 广东农行加快城区
行改革， 突破过去局限于农村
乡镇、“画地为牢”的局面，逐步
发挥出城市业务的龙头地位和
主导作用。 截至目前，该行在城
乡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余
额达到 1614 亿元，支持了新国
际机场高速公路、广深港铁路、
港珠澳大桥等一系列 重 大 项
目；大力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

早在 1994 年就在湛江支持了
当时亚洲最大的聚苯乙烯厂 ，
近年又全力打造“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大湾区建设”主力
银行， 为广东企业“走出去”、
“引进来” 提供全方位资金支
持； 大力发展绿色信贷和科技
信贷，积极支持新能源产业、节
能环保产业、 高技术制造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企业转型
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注入金融
“活水”。

聚焦大国重器，不忘民生普
惠。 广东农行秉承“伴您成长”的
服务理念， 在美的、 碧桂园、格
力、温氏等知名企业创立之初就
与其建立合作关系，为企业发放
第一笔银行贷款、设立第一家社
区银行、开发第一张联名借记卡
……在广东农行强大的金融助
力下，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

逐渐成长为享誉全国乃至世界
的优秀企业集团。

近年来， 在服务实体经济
中，广东农行创新的脚步一刻没
有停歇：率先成立普惠金融事业
部，着力解决小微金融服务缺信
息、缺信用、缺产品、缺模式等问
题；创新推出“政府增信”、“财政
补贴”等多种担保方式，拓宽科
技型、 创新型小微企业融资渠
道； 研发推广“速诚贷”、“科创
贷”、“数据网贷”、“微捷贷”等新
产品， 实现小微企业贷款模板
化、工厂化、线上化运作。 通过设
置专营机构、 创新特色产品、拓
宽融资渠道、优化服务模式等一
系列举措，广东农行在扶小助微
上取得实效， 缓解了中小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
题。 截至目前，该行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达 1385 亿元。广东农行支持港珠澳大桥建设

服务“三农” 助力县域经济腾飞

立足本源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创新先导 赋能金融服务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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