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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公益人：做好事也能“求回报”

故事 >>

过完春节，又到了招聘求职季。想要跳槽转型，想要求职却没有方向？
一片职场“新大陆”已在各大招聘网站出现——全职公益人。

说起公益，大部分人会想到“兼职”
二字，主要利用闲暇时间帮助他人。但随
着时代变化，公益早已不是一份“闲差”，
而是可以成为人们为之奋斗努力的职业。

对不幸充满同情，对生活充满向往；既能
帮助别人，又能发展目标……这样的“美差”到底有
着怎样的欢喜与真实？ 2 月 10 日，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采访了两名“90 后”全职公益人，听
他们讲述自己是怎样在“新大陆”里寻
求发展的。

现状 |

公益组织校园招聘遇冷
近两年，随着公益组织注册门槛的降低，

湖南省新成立的公益组织数量有了明显的增

长。岗位数量的增长以及项目运营需求等因

素都使得公益组织急需补充专业化人才。而

按照以往培养全职公益人的方式，一个人往

往要经历普通志愿者、核心志愿者、实习生、

全职公益人几个阶段，极少数人能坚持下去，

这也成为公益组织招聘人才的一个瓶颈。

黄逊所在的湖南李丽心灵教育中心拥有

15 名全职公益人，也是目前湖南拥有全职

公益人最多的组织之一。黄逊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2016 年他所在的机构到湖南师

范大学进行招聘，受到了校方支持和欢迎。

但整场招聘会下来，收到的简历却不超过 10

份，这种局面也大大超出了现场工作人员的

预料。

根据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对湖南多家公

益机构的走访发现，全职公益人的薪资普遍

不高，总体来说，公益机构负责人的整体收

入低于商业企业职业经理人，公益机构负责

人的福利普遍低于机关事业单位相同职位的

人，公益机构的普通员工的工资福利水平普

遍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专家 |

年轻人成公益事业主力 
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主任周

秋光教授：全职公益人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而逐渐产生的一个群体。全职公益人是以公益

事业为自己的正式职业，领取薪酬，全力以赴

推进公益发展的人。他们具有献身公益的热情，

具有公益经验的技巧和能力。慈善公益组织需

要专业化，而全职公益人更需要专业人才，目

前从事全职公益的人员大多数是由相关专业的

大学生或经过专业培训的人担任。这个群体的

出现，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有着不可忽视的意

义和作用。全职公益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公

益事业的发展日趋成熟，已经进入了正式的职

业序列。这也标志着具有爱心、热情的人士不

再只是全义务地免费劳动，能够将公益作为自

己的终身职业一直奋斗，也帮助其解决了后顾之

忧。

公益组织并非大众想象的一穷二白。相

反，国外很多公益组织都很有钱，各类大型

企业排着队给公益组织当赞助商。据了解，美

国非营利部门从业人员占美国全部就业人口的

10%，在美国非营利机构中，全职工作者的收

入与一般企业无异，高管中不乏高薪者。对

照美国非营利机构 10% 的就业率和 8% 的 GDP

贡献率，中国的非营利机构发展显然尚处在初

级阶段。

将出现更多“社会企业家”
湖南女子学院社会工作教研室副教授欧

阳林舟：全职公益人目前的就业环境尚不是很

理想，但福利待遇在这几年都有所提升，长远

来说，这个职业的就业前景会持续保持越来越

好的趋势，今后将会是财富和社会地位双赢的

职业。这个行业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社会

企业家”，与平常我们说的企业家一样，他们

是优秀的、有创意的、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群体。

但社会企业家更具社会责任感，他们所创造的

财富不仅仅是为个人，还会为社会上有需要的

人提供更多帮助。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徐美龄

2 月10 日晚上 10 时，刚

刚为社区的孩子们举行完集

体户外活动，黄逊接通了记

者的电话：“不好意思，我们

还在加班。”

见到黄逊后，他向记者

解释：“说加班有些夸张，其

实晚上也是我们的工作时

间。”

黄逊是一名“90 后”全

职公益人，这个职业对于许

多人来说显得很陌生，而与

大多数人“做好事不求回报”

的传统心理相比，如今做公

益帮助别人还能有所回报，

并获取一定的薪资报酬。

黄逊所服务的机构名为

“湖南李丽心灵教育中心”，

是由 2007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李丽创办的。他们主要通过

深入学校和社区，常态化开

展社会工作服务，帮助青少

年群体（特别是留守儿童、农

民工子女以及所谓的“问题”

孩子）心理“补钙”，助其实

现心灵的富有，倡导让“心理

扶贫”成为新常态。

“工资并不高，但也能维

持基本的生活。”黄逊告诉记

者，由于公益组织是非营利

机构，并不能保障工作人员

拥有优厚的待遇。所以，一

方面他们为帮助别人而感到

快乐，另一方面又总受到亲

人朋友的质疑，感到非常茫

然。

黄逊说，他所在的团队

是一群为了公益理想而努力

工作的年轻人，多数是“80

后”、“90 后”。他们都曾有一

份收入不错的好工作，只是

跟自己一样，他们都认定公

益事业对社会而言非常重要，

并且将成为未来的职业趋势。

不过，要说起这份工作

带来的收获，黄逊用“经验”

二字概括。在李丽心灵教育

中心实习初期，他也只是知

道发起人李丽是赫赫有名的

公益人，但他并不知道公益

组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运营

模式。在跟李丽长期的接触

中，他却学习到不少公益操

作的方案。

2016 年 8月，黄逊组织

了12 名社工以及大学生志愿

者的服务队伍，去往怀化市

通道县中团村，通过暑期公

益夏令营的形式，为当地心

理孤僻、学习困难、情感冷

漠和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们

进行心理辅导。“用不同的方

式改变社会现状 , 不是用愤

怒 , 而是提供一种温和的解

决方式。”黄逊说，“我打算

用五年时间实现自己的职场

规划，在公益事业中找到工

作方向。”

出生于1995 年的李矿

仪是湖南乐创慈善发展中

心最年轻的全职公益人。

2016 年，长沙民政学院社

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李矿

仪面临毕业求职，班上五

十多名同学，大多选择去

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

城市发展，只有她选择留

在湖南，继续之前实习的

工作——发展公益。

李矿仪是郴州人，早

在还没毕业之前，她就在

湖南乐创慈善发展中心实

习。“这里给了我成长的平

台，也给了我足够多犯错

的机会。”李矿仪说，公

益机构里服务人员都很注

重人文关怀，同事之间特

别包容，没有职场的勾心

斗角。

因为中心不包吃、不

包住，经济并不宽裕的李

矿仪受到了同事的特别照

顾——利用下班时间，帮

她找房子；关心她的日常

生活，给她排忧解难；连

吃午饭时，大家都在一起

分享各自从家里带来的午

餐……

“大家在一起工作跟

一家人一样。”李矿仪告

诉记者，对于一个刚毕业

的学生，同事们给了她太

多感动和温暖，也成为她

努力工作的动力。

李矿仪所在的湖南乐

创慈善发展中心，是湖南

省第一家由高校和民间联

合打造的省级支持型社会

组织。李矿仪近段时间一

直在参与中心关于政府购

买服务等相关项目招投标

工作。

根据国家民政部办公

厅印发的《2017 年中央财

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

服务项目实施方案》，2017

年中国政府专项用于支持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

补助资金为1.9 亿元左右，

符合要求的公益机构都可

以申请。

李矿仪对自己目前的

工作很满意，她说虽然待

遇很低，但她希望自己能

在这个行业坚持下去。“和

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

起做一些事情，努力改变

我们的世界，这比为挣钱

而挣钱更能吸引我。何况，

公益事业的前景越来越

好，未来几年会迎来更好

的发展。”

薪资还是发展？小伙看中公益市场

做全职公益，她更看中融洽的职场环境

黄逊在给孩子们讲红色经典故事。

爱心夏令营时，内向胆小的孩子，在李矿仪的鼓励下，勇敢的站
上讲台，面对着全班的同学大声介绍自己和同组的小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