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22 年度 
工作总结 

 

基金会自 2021 年 11 月更名以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

中、六中全会精神，在学校的正确领导下，在省教育厅、省民

政厅科学指导下，按照社会组织管理规定和发展要求，努力工

作，年度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取得了良好效果。现将 2022

年度工作总结如下。 

一、加强党建工作，发挥党支部作用 

  认真落实基金会 2022 年度党建工作。一是按《中共云南省

委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云办发[2016]27 号）的要求，向云南农业大学职能部门党委

及教育厅相关部门报备成立了中共云南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暨校友会功能型党支部；二是利用召开理事会之际，不断加

强党员教育管理，在盘龙区麦地塘社区党员学习长廊开展“学

党史，感党恩”教育活动,回顾党的历史，促进初心使命落实于

基金会日常工作，注重教育引导非党员理事增强政治认同，做好

基金会思想政治工作；三是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建引领业务提升，结合工作开展调研，

完善基金会治理结构和治理制度，党建工作、业务工作双促进。 

二、加强内部建设，完善规范化管理 



（一）完成基金会年报年检工作 

开展基金会 2021 年度年报年检工作，完成并提交基金会年

度工作报告、审计报告、专项信息核查报告等年检材料。本年

度公益事业支出占比期初总资产比例为 9.92%，行政办公费用的

支出比例为 0.99%，符合基金会审计要求，省教育厅、民政厅年

检审核结论为“合格”。 

（二）召开理事会 2022 年度第一次会议 

会议听取了基金会办公室汇报 2021 年 9 月至今工作开展情

况，讨论通过 2022 年度工作计划。 

（三）不断完善基金会制度建设 

完善基金会工作制度并正式发文，其中《基金会章程》《基

金会捐赠项目管理办法》2 个文件由学校发文；其它文件：《投

资管理办法》《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财务报告制度》《印章管理

办法》《财务管理办法》等 5 个文件由基金会发文；其余业务（招

标采购、低值易耗品管理、差旅费管理、会议费管理、公务接

待管理、公务交通费用报销管理）按学校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四）加强基金会信息化建设 

1.建设基金会网站 

开发完善基金会门户网站，拓展线上捐赠、捐赠公示、捐

赠项目查询、校友风采、发文审批等功能模块。 

2.建设基金会项目管理系统 

自行开发基金会项目管理系统，以期实现基金会资金使用

的项目化管理，便于监督项目进展，为捐赠者提供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 

（五）规范项目管理，提质增效 

完成 2022 年校友励学奖学金表彰工作，共表彰中国大学排

名前十、教育部直属农业高校、中国农科院及本校第一志愿录

取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541 名，颁发云南农业大学校友励学奖

学金，每人奖金 1000 元。 

体育学院发展基金项目立项建设，年度到位经费 4.2 万元。

启动 2023 年有勇奖学金、奖教金项目，修订《云南农业大学有

勇奖学（教）金评选办法》，制定项目实施方案，筹备项目宣传

手册。 

（六）积极宣传学校开展各类捐赠活动 

主动联络校友宣传学校，开展捐赠活动，服务学校基础建

设、专业发展，提高师生福利。食品学院 1989 级校友刘亚瑾捐

赠校友会堂建设 20 万元；植物保护学院 2014 级校友李科迪捐

赠价值 1.2 万余元科研设备；经济管理学院 2014 级校友周林向

学校捐赠抗疫口罩 10000 个，向校本部各班级捐赠免费配镜 340

付，赠送会员资格 2300 个，价值 30 余万元。 

（七）合理投资做好资金保值增值 

结合基金会工作实际，按第一次理事会议要求，对比银行

金融理财组合，2022 年 7 月中旬在基金会账户所属银行办理大

额存单手续。其中 200 万留本资金存期为 3 年，利率为 2.75%，

20 万存期 3 个月，利率为 1.35%，10 月 12 日到期后继续续存 3



个月。 

（八）加强业务学习，提升专业化水平 

派人参加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在重庆、新疆组织的《疫

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基金会（校友会）创新发展与从业人

员能力提升培训班》，并到云南财经大学交流学习，提高业务水

平，提升专业化程度。 

三、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筹资渠道单一，突破点不多 

基金会的资金筹集基本来自校友捐赠，捐赠渠道单一，无

社会捐赠，并且受疫情影响，本年度原有捐赠意愿的捐赠资金

难以落实。资金自身运转能力不足，缺少投资经验，基本只是

将资金存入银行吃利，而非进行投资来获取更大的收益，进而

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输血”“造血”能力不足，有坐吃山空

的危险。 

（二）人员配备不足，专业化不高 

目前学校基金会办公室与校友会办公室于 2021 年合署办公，

共有工作人员 5 人，都是行政人员，实行双重管理，既是独立

的法人团体，又需要接受学校的领导，部分管理工作不顺畅。

基金会工作严格意义上只有 1 名工作人员负责，人员对基金会

的运行，财务管理、资金保值增值等工作内容缺乏专业化的认

识和学习，业务能力亟待提升。 

（三）工作创新不够，服务意识不强 



基金会在捐赠过程中与捐赠方接触，收到捐款后缺乏与捐

赠方的后续联系，对捐赠方没有“回馈”行为。互惠性是社会

捐赠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捐赠方的任何捐赠行为产生

的背后都有着某种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而基金会的工作目前

在对捐赠方的反馈互惠回报功能上存在着明显缺失，使得捐赠

者在捐赠行为产生后无法得到相应的“回馈”，即学校基金会对

捐赠者的后续反馈及再激励措施的欠缺，存在着将捐赠行为等

同于“无私奉献”的意识偏差。 

（四）宣传力度不足，未充分利用校友资源 

目前对于筹资项目的宣传还仅限于校友返校日、校庆活动

或各地校友会年会活动，或者仅在学校的基金会官方网站上设

立一个捐赠模块，仅靠网站浏览者自我发现，最终匮乏的宣传

模式及措施使得筹资项目无法很好的推进。宣传目标也仅限于

少数毕业的知名、杰出校友，忽视了对规模更加庞大的“普通

校友”和在校学生的普及。可以说，绝大部分在校学生和已经

毕业的校友对于本校基金会的存在及其存在意义都不甚了解甚

至闻所未闻，而在校学生就是未来的校友，也可能是未来的捐

赠方，基金会对在校学生的宣传还远远不够充分。 

    基金会自更名以来，在新一届理事会的共同努力下，经过

一年的发展，正步入正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要正视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来年要更加凝心聚力，科学谋划各项工作，

提高学习研究能力，不断加强基金会自身建设，规范项目管理，



进一步加强基金会与社会慈善机构和其他教育基金会的联系合

作，加强与知名企业、企业家校友的沟通交流，充分发挥基金

会筹资功能，管理、使用好资金，使基金会做到健康、持续发

展，确保工作迈向一个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