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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公益平台
四川省科技扶贫基金会《大山里的追梦少年》结项报告

项目 ID：2020082013420354300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大山里的追梦少年 受助地区 四川省古蔺县

项目简介 为山区孩子筹集爱心礼物，温暖童心，助力成长。

项目筹款目标（元） 495000 实际筹款总额（元） 205039.69（退款 3500 元）

公募机构名称 四川省科技扶贫基金会 公募管理费 11909.16

执行机构名称 四川省科技扶贫基金会乐善项目组 实际总支出（元）
189637.63（其中 7.1 元来源于其他渠

道）

项目直接

受益人群

四川省泸州市石宝镇五星小学，二郎镇

天井小学，丹桂镇武兰小学的 615 名困

境儿童

项目间接

受益人群

四川省泸州市石宝镇五星小学，二郎镇

天井小学，丹桂镇武兰小学的 615 名困

境儿童的家庭

二、善款使用明细表

序号 实际支出事项 数量 单价（元） 总价（元）
其他

（相关票据）

1

追梦礼包

书包 615 60 36900 图 1

2 文具包 615 40 24600 图 1

3 计划表 615 20 12300 图 1

4 安全漫画书 615 50 30750 图 1

5 饭盒套装 615 40 24600 图 1

6 定制袋 615 30 18450 图 1

7 追梦课堂 615 21 12915 图 2

8 项目调研 - - 7000 图 3

9 工作人员补贴 - - 14400 图 4

执行费 - - 1310 图 5

10 机构管理费 - - 6412.63

11 公募管理费 - 11909.16

支出合计 201546.79 元

说明：从其他渠道筹集7.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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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决算对比表

项目预算 决算

物资名称 单价（元） 数量 小计（元） 单价（元） 数量 小计（元）

追梦礼包

书包 60 1500 90000 60 615 36900

文具包 40 1500 60000 40 615 24600

计划表 20 1500 30000 20 615 12300

安全教育

漫画书
50 1500 75000 50 615 30750

饭盒套装 40 1500 60000 40 615 24600

定制袋 30 1500 45000 30 615 18450

追梦课堂 21 1500 31500 21 615 12915

项目调研 6100 3 18300 - - 7000

工作人员补贴
1800 元 /

人

2 人*7

月
25200 - - 14400

执行费 - - 15000 - - 1310

机构管理费 - - 15750 - - 6412.63

基金会管理费用 - - 29250 - - 11909.16

合计 495000 元 201546.79 元

预决算对比支出差异说明：

1、大山里的追梦少年项目原筹款目标为 495000 元，计划为 1500 名学生提供追梦礼包，开展追

梦课堂。因实际筹款金额为 205039.69（含退款），远远低于目标筹款金额，且不足筹款目标的

45%，所以实际支出事项较原先预算下降，故追梦礼包由原先的 1500 份减少至 615 份，相应的

追梦课堂预算减少，工作人员补贴由原来的 7 个月减少至 4 个月，项目调研，执行费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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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及执行清单（根据善款使用明细表进行发票公示）

图 1 追梦礼包相关物品采购：147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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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追梦课堂：12915 元

（1）讲师补贴签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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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项目调研费用 7000 元

1.志愿者补贴



10 / 31

2.餐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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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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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4

工作人员补贴：14400 元（2 名工作人员 4 个月的工作人员补贴为每人每月 1800 元，由于执行机

构工作人员为全职人员，经综合考虑及实际需求，工作人员补贴以每人每月 1800 元合并工资发放）

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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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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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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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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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5 执行费：1310 元（用于运输物资至项目学校的租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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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校签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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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现场图片

项目组陆续执行完学校调研活动后，初步确定将石宝镇五星小学，二郎镇天井小学以及丹桂镇

武兰小学作为项目实施点。10 月底，项目组着手准备物资采购，并进行物资分装整理，只为尽快

将物资带给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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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初，物资已准备完毕，项目组整装待发分别来到了五星小学，天井小学，武兰小学给孩

子们发放追梦礼包。发放追梦礼包的过程中，志愿者每一次将礼物递给孩子们时，他们都双手接过，

用稚嫩的童声向志愿者说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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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梦礼包发放仪式结束后，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开展了“童心涂鸦”游戏，每个孩子都拿上自

己最喜欢的颜色画笔，在画卷上仔细，认真的涂鸦着，整个现场气氛活跃且轻松，孩子们也十分开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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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在孩子们陆续迎来开学之后，项目组分别来到了五星小学，天井小学，武兰小学给孩子

们开展追梦课堂。走进五星小学，当老师给孩子们开展第一堂追梦课堂时，他们都对即将分享的内

容充满了好奇心。

在安全教育课堂上，老师给孩子们分享了安全教育知识，告诉孩子们在我们身边存在哪些安全

问题是需要格外注意，以“不能摸，不能做”教会孩子们学会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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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孩子们开展开学收心课时，老师从“学习生活中，我们需要养成哪些好的学习习惯”为主

题进行分享，帮助孩子们对自己现在形成的学习行为习惯进行纠正。同学们也勇敢的站上讲台，和

老师一起进行互动，一节课下来，同学们有说有笑，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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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开展追梦课堂时，老师还通过例举身边的平凡人物事例，向孩子们讲述了作为一个“了

不起的人物”，他们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以他们做榜样，引导，帮助孩子们认识梦想，树立梦

想，在之后的学习中不断追求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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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执行后的一段时间里，项目组也收到了孩子们写给各位怀揣着爱心的叔叔阿姨的一封

信，信里面表达了孩子们的感谢，以及谢谢爱心人士对孩子们追逐梦想，走出大山的帮助，鼓舞和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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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执行评估

项目执行过程详述

2020 年 8 月，四川省科技扶贫基金会乐善项目组与古蔺县点燃公益发展中心合作，共同发起了

“大山里的追梦少年”公益项目。该项目自上线以来，截止 2021 年 3 月，累计筹款 205039.69 元，

其中含 3500 元的退款，现所有善款已全部用于项目执行。

2020 年 8 月—11 月，在项目筹款期间，项目组便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工作对接，听取了有利

于项目开展的相关建议，初步确定了学校名单，开始对学校进行走访，调研，联系上课导师，采购项

目物资等一系列准备。

2020 年 11 月—2021 年 3 月，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后，选定五星小学，天井小学，武兰小学 3

所学校作为项目点正式执行项目内容，于 2021 年 8 月提交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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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

（实际成果）

从项目设计来看：本次项目考虑到乌蒙山区有大量的孩子属于留守儿童，他们缺少来自父母的陪伴，

生活物资比较匮乏。根据孩子们的实际情况后，我们决定通过给孩子们带去追梦礼包和开展追梦课堂

这两种形式，给孩子们带去帮助。我们希望，物质生活的补足，学习方面的帮助，能带给孩子们乐观，

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从筹款动员来看：本次项目得到了当地爱心商家的大力支持，这不仅是推进项目了的实施，也吸引了

更多爱心人士关注，关心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从执行效果来看：本次项目给孩子带去了生活物资，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给孩子们

开展追梦课堂，向他们分享了学习和安全的重要性。执行过程中，通过开展涂鸦游戏增进志愿者与孩

子们，孩子们与老师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孩子们一起进行游戏的同时，也彼此分享了心中的梦想，这

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关心与陪伴，也让我们志愿者切身体会到了，帮助孩子们成长的同时，也在帮

助自己成长。

从社会影响来看：项目执行过程中得到了学校，学生家长，当地的共青团委，关工委，乡镇政府等组

织的大力支持与肯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与大众对困境儿童更多的关注。

项目评价

长处：本次项目实施通过给孩子们带去生活上的物质帮助和学习上的指导课堂，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

各界对他们的关心，支持。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和孩子们一起开展了互动游戏，以更平易近人的活动

形式拉近了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推动孩子，老师对本次活动的参与度。

同时，活动中也邀请了当地的共青团委，关工委，乡镇部门等组织参与此次活动，增加了政府对

他们的关注，也得到了当地媒体的支持，扩大了项目的影响力。

可提升空间：由于本次的项目受助学校地理位置较为分散，项目组在开展调研工作，配送物资至学校，

开展追梦课堂，收集后期项目反馈等方面产生了更多的执行成本，后续可提前做好详细的执行规划，

进一步提高项目善款使用率，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