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伙伴计划项⽬总结报告��

项⽬名称：� 跳跳糖公益伙伴计划� 负责⼈：� 胡洋�

执⾏⽅：�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会� 资助⽅：� 北京字跳⽹络技术有限公司�

项⽬周期：� 2022年3⽉⾄2022年12⽉� 项⽬⾦额：� 55万�

报告周期：� 2022年3⽉8⽇⸺2022年12⽉22⽇� 提交⽇期：� 2022年12⽉�

⼀、项⽬背景

博能基⾦会作为中国⼤陆第⼀家致⼒于推动专业志愿服务发展的⾮公募基⾦会，⾃2016年成⽴以

来在⽀持志愿⼈才发展、创投志愿服务项⽬、引领志愿创新浪潮⽅⾯始终坚持不懈，追求专业⾄善。

字节跳动员⼯公益于2021年推出“跳跳糖公益伙伴计划”，旨在以字节跳动员⼯志愿者回馈社

会、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基础，与公益组织建⽴伙伴关系，共同探索助⼒公益发展的可持续模式。

为了更好地实现员⼯公益的社会价值并优化伙伴计划运营管理，基于双⽅⼀致的公益⽬标及价值

观，双⽅达成合作共同组建项⽬运营团队，由字节跳动公司提供项⽬运营的资⾦⽀持，⿎励员⼯参与

志愿服务，并对员⼯志愿者参与公益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产⽣的公益时进⾏服务配捐。由博能

基⾦会负责对外招募并审核公益伙伴机构，为伙伴机构与员⼯志愿者之间做好公益岗位匹配、赋能培

训和志愿服务活动评估，共同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

⼆、项⽬进展

1、建章⽴制，规范完善项⽬管理�

����博能项⽬团队在项⽬开展前期，通过组织专家及团队，与字节跳动员⼯公益部⻔及相关⽅进⾏调

研，了解项⽬需求及已有项⽬基础，确定2022年“跳跳糖公益伙伴计划”的服务路径和项⽬⽬标。协

助优化完善跳跳糖项⽬管理标准化流程sop，开发《岗位招募信息表审核⼿册》《志愿服务活动反馈

表》等相关制度规范⽂本，利⽤⻜书软件实现线上“1+N+N*x”的项⽬线上运营管理模式，切实保障

项⽬运⾏平稳、规范。

2、连接善意，⼴泛招募公益伙伴�

项⽬组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同时发挥各合作⽅的影响⼒，⽴⾜北京，⾯向全国范围招募志同

道合的公益伙伴机构，并对提交项⽬申报材料的公益伙伴机构从多个维度进⾏考察，筛选符合招募标

准的公益伙伴，并创新性地设置1个⽉的“公⽰期”来帮助双⽅进⼀步确认合作意向，更细致地厘清相

互间的期待，加深彼此了解，明确项⽬⽬标和使命。



截⾄⽬前，已公开招募公益伙伴机构3期（3⽉&5⽉&7⽉），共招募伙伴机构123家⼊围

（56+38+29家），第⼀批签约27家机构，第⼆批签约36家机构，第三批签约10家机构。�

3、专业⾄善，多元赋能伙伴机构�

考虑到项⽬运营的⽅式，以及全国疫情防控形势，项⽬组通过线上多种渠道给予伙伴机构赋能⽀

持，从志愿者招募、管理技巧的咨询，到志愿服务活动策划及志愿服务岗位开发的培训，再到⻜书软

件使⽤及软件使⽤授权等等，帮助伙伴机构规范、稳定、持续性地为字节跳动员⼯志愿者提供志愿服

务岗位和机会，并按照每公益时由字节跳动公司配捐100元⼈⺠币的⽅式，为组织志愿服务活动、提供

志愿服务岗位的伙伴机构提供⾮限定性的配捐资⾦⽀持，为参与项⽬的公益伙伴机构提供“技术、⼈

⼒、资⾦”三位⼀体的全⽅位⽀持体系，真正助⼒公益创业。

截⾄⽬前，已开展项⽬说明会3场，专题培训5次，伙伴机构集中督导（公益加油站）27次，伙伴

机构直接受益3158⼈次，个别督导若⼲次，累计拨付捐赠资⾦251.895万元。�

4、技术公益，组织员⼯参与服务�

����项⽬组提供全时全流程服务，全⼒帮助构建字节跳动员⼯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平台，帮助实

现员⼯志愿者的活动报名、匹配⼊群、咨询答疑、岗前培训、参与服务及服务后反馈的志愿服务全流

程参与，努⼒让员⼯志愿者充分发挥⾃⾝的优势特⻓和专业技术，选择参与匹配度⾼的志愿服务岗

位，获得更好的志愿服务体验感及个⼈成⻓，进⽽更加可持续地参与到志愿服务中去，并为员⼯志愿

者提供物质层⾯和精神层⾯双重的激励保障。

截⾄12⽉19⽇，已发布40周的活动招募，共征集到2635份活动招募⽂档，经优化审核通过2171

份，过审率82.4%，共开展活动1610场，实际完成志愿服务22856⼈次，累计贡献60553个公益时。�

以上⼯作详情，请参⻅每周⼯作总结： 跳跳糖公益伙伴计划�每周⼯作总结 ��

三、项⽬影响

截⾄⽬前，本项⽬以字节跳动员⼯志愿者参与为纽带，在博能基⾦会第三⽅的⽀持和赋能下，管

理流程规范且有效，赋能形式多样且持续，根据「跳跳糖公益伙伴计划-机构反馈问卷」

http://lxi.me/gr47p�问卷调研了解，参与项⽬的伙伴机构普遍认为，参与本项⽬进⼀步提升了机构的

志愿服务项⽬及活动的开发设计能⼒和组织实施能⼒（尤其是线上形式的），加强了机构的志愿者管

理/社群运营的能⼒，得到了功能丰富的专业技术⽀持（技能和⻜书⼯具等），更为机构在志愿服务领

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持。间接上促进了公益机构创新服务形式，更好地为各公益项⽬

的服务对象提供了优质的服务。与此同时，字节跳动的志愿者也在真实的志愿服务场景和提供志愿服

务的过程中担当了个⼈的公⺠责任，实现了⾃⾝的价值，提升了志愿服务技能和⽔平，也对公司和团

队产⽣了很强的归属感。

以上内容详情，请参⻅机构反馈数据： 跳跳糖公益伙伴计划-机构反馈 ��

https://x8dmrr7mq2.feishu.cn/sheets/shtcnV8ZLJ1ZjPdqBSiYtZoe5Sh?from=from_copylink
http://lxi.me/gr47p
https://x8dmrr7mq2.feishu.cn/sheets/shtcnu7juSS76Uf42gKIwEsmSWb?from=from_copylink


四、经验与教训

（⼀）项⽬亮点总结：

整体情况：

本项⽬践⾏社企联动模式，探索企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促进公益⾏业发展的新⽅式，兼顾弘扬

志愿精神，形成“由企业通过创投及配捐⽀持，动员员⼯参与，第三⽅⽀持机构持续赋能，共同激发

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专业志愿服务项⽬。创造性地将企业战略公益与企业⽂化基因相融合，不仅更

凸显企业⾃⾝及员⼯个⼈的社会价值，展现了企业⽂化，带动了员⼯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为员⼯志

愿者参与公益实践持续提供匹配度⾼的机会和岗位，还促进了参与项⽬的“伙伴机构”的能⼒提升，

通过项⽬所配捐的资⾦，以⾮限定性资⾦的形式，也⼀定程度上帮助了公益伙伴机构能够可持续地专

业发展，打磨公益产品，进⽽助⼒公益⾏业的整体良性发展，是⼀个具有⼀定商业创业⼿法的公益创

业项⽬。

⼯作亮点：

1. 优化了项⽬管理的sop流程，使伙伴机构参与跳跳糖项⽬更具有操作性和落地性，同时降低了双⽅

磨合和相互适应的时间成本。

2. “公益加油站”的专题培训及督导环节普遍收到好评，通过【项⽬组说】、【伙伴机构说】和【志

愿者说】三⼤板块，从不同⻆度、不同视⻆交叉分享经验、交流观点、碰撞思想，建⽴三⽅平等相

互交流的平台，也为“主谈嘉宾”提供展⽰的机会，提升领导⼒。

3. 群运维⽅⾯：如每周建⽴“群运维提醒群”并有专⼈负责话术提醒及个别赋能，机构群和活动群的

头像颜⾊的统⼀标识等

4. 活动提交及审核⽅⾯：活动⽅案提交⽅式由最初的云⽂档提交调整为“字节跳动公益平台”提交，

活动⽅案审核由⽂档审核调整为抖⾳审核后台。运⽤技术提升活动审核效率，同时，伙伴机构可以

及时了解⾃家活动员⼯志愿者报名情况及签到情况。

（⼆）项⽬问题反思：

项⽬运维⻆度（伙伴机构管理⻆度）：

a. 惩罚及退出机制：本项⽬⽬前仍缺乏有效的伙伴机构退出机制，对提交活动不积极、以及对运

营⼯作不配合的伙伴机构，除了能够把控活动上架机会外，暂达不到有效的制约。

b. ⽬前项⽬组承担的整体项⽬指标，在可预计的范围内，有⼀定实现难度。主要问题有三，⼀是

全国范围内的疫情原因，导致线下活动开展受阻，上半年活动的供给量有限；⼆是项⽬合作协

议的“友好”签订原则，导致已签约机构提供活动的持续性和有效性的不确定性；三是已上架

活动的员⼯志愿者报名情况的不确定性，⽬前整体活动志愿者报名参与效率将将过半。�

员⼯志愿者管理⻆度：



a. 员⼯志愿者签到的不主动（或漏签）问题直接影响到伙伴机构的公益时记录及相应配捐资⾦的

⾦额，但⽬前条件下，伙伴机构和项⽬组除了加强“提醒”外，没有其他对于伙伴机构更友好

的解决措施。

b. 员⼯志愿者认领服务后，对于服务质量的保障⽅⾯，暂⽆有效的约束措施。如线上活动的服务

交付，出现交付物质量不达标但后续表⽰没有时间进⾏进⼀步修订的问题；如线上⼿⼯形式的

活动，收到机构寄出的原材料但是后续不参与，或者不回寄，导致伙伴机构既付出了活动成

本，但却还得不到公益时的状况。�

技术更新⻆度：

a. ⼩程序功能：⽬前⼩程序暂不能实现活动反馈情况同步，导致项⽬组与伙伴机构之间产⽣较⼤

的沟通成本。

五、下阶段⼯作

1. 优化字节跳动员⼯公益内部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以满⾜⽇常公益参与需求为基本⽬标，进阶倡导

专业志愿服务。实现每周30+公益活动稳定供给，⼈均公益时2⼩时+，全年30000+⼈次的员⼯参

与，累计产⽣65000+公益时。�

2. ⽀持已签约的伙伴机构⾼效提供员⼯志愿服务项⽬及公益活动的机会和岗位，赋能并助⼒公益伙伴

机构及员⼯志愿者能⼒双提升，进⽽推进公益事业发展。

3. 优化迭代2023版的“公益伙伴计划”项⽬的制度建设和平台建设，加强抖⾳集团志愿服务的品牌建

设及阵地建设，提升社会影响⼒，助⼒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