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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 350万小时袁阿里员工如何做公益钥
“人人三小时”号召的内核

是什么？

这一号召肇始于 2015年马
云的一封内部信：“从 2015财年
开始，想请每个阿里人每年完成

3小时的公益志愿服务，用自己
的时间，参与公益，支持公益。”

如今，这一号召已落地十年。

3 月 3 日，2025阿里巴巴公
益榜揭晓。现场，马云发来时隔十

年后的“call back”：“不是公益需
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公益；不是

我们给公益带来了什么，而是公

益改变了我们。下一个十年，让我

们继续人人三小时。”

“人人三小时”究竟改变了

什么？或许从现场发布榜单里的

一个又一个名字中，能够窥见端

倪：蚂蚁森林、团圆系统、乡村特

派员、高德无障碍导航、医疗 AI
多癌早筛公益项目……

十年袁员工公益蓬勃发展

2015年马云发出的全员信，
名叫《期待你的礼物》。

信中，马云号召员工每年每

人完成 3 小时公益志愿时。随
后，阿里巴巴决定在每年的 3月
3日举办公益榜，并由员工投票
评选出诞生于公司内部的优秀

公益项目和个人。

可以说，这封信拉开了阿里

巴巴全员公益的序幕，也让阿里

公益打上了以员工公益为底色

的鲜明特征。

2016年，一群阿里员工不算
工时、不计报酬、全力协助公安

部开发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

平台“团圆系统”。项目运行 8
年，全社会共同参与，累计成功

找回 5132名儿童。
2017 年，公益榜获奖项目

“蚂蚁森林”卷起“偷能量”的旋

风。8年多来，数亿人在手机里浇
水种树，蚂蚁森林捐资种下 5.48
亿棵树。这些树，成了全民参与

中国沙漠化防治的一部分。

2019年，阿里开始派出一批
员工扎根乡村一线，探索乡村与

互联网结合的新模式，截至目前

已累计派出 32名“乡村振兴特
派员”，用扎实投入为乡村带去

实实在在的帮助。

十年间，阿里员工自发成立

了 300多个幸福团，志愿者人数
达到 171123人，累计志愿时达到
3508227.9小时。

把公益融入产品和服务

全员公益 10年，阿里巴巴
公益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更加关注用

技术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比如去年获奖的医疗 AI多
癌早筛公益项目。该项目基于阿

里达摩院研发的 AI多癌筛查技
术，以平扫 CT+AI精准识别出
多种癌症。目前，这项技术在浙

江多家基层医院进行试点，免费

筛查，完成胰腺癌筛查 14万人
次、食管癌筛查 8 万人次、胃癌
筛查 11 万人次、结肠癌筛查 8
万人次，总计发现并临床证实的

癌症病变共计 393例。

今年获奖的饿了么“助老 e
餐”数字化社区服务，是饿了么

与政府、社区和公益机构的合作

项目，它关注社区困难老人就餐

难问题。通过固定骑手派单的

“熟人配送”模式，饿了么蓝骑士

与老人联系加强。去年，“95后”
骑手饿了么骑手王豪飞在给一

位独居老人送餐时，发现老人没

有像往常一样及时开门，正是他

第一时间的警惕和联系，让突发

疾病的老人得到及时抢救，转危

为安。

此外，今年获奖的项目中，

有员工为听障店主发明“看得

见”的外卖提醒设备，有的利用

AI识别能力为视障客服研发读
屏软件。

在阿里巴巴 CEO吴泳铭看
来，十年员工公益之路另一个典

型转变是公益与公司产品、服务

的深度结合：“做完公益的同学

们，又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

温度带进业务。今天，所有阿里的

业务场景中都有公益的设计。”

“柠檬宝宝关爱行动”是阿

里健康平台在罕见病领域的持

续深耕探索。通过首创“以需定

供”模式，保障十余种罕见遗传

代谢病患儿的特医奶粉需求，有

效缓解柠檬宝宝“断粮危机”；推

出国内首个“罕见病饮食计算

器”，帮助家长精准控制患儿蛋

白质摄入量。

中国有超 2400万肢残群体，
为了让他们顺利走出家门，高德

开发了无障碍地图，导航优先提

供平路与无障碍直梯，上线两年

来已累计为

用户提供超

过 1.5 亿次
无障碍路线

规划。

饿了么

“无声骑士”

项目为听障

群体提供公

平、友好的

就业环境，

通过开发一

键外呼、日

常电子沟通

卡等功能，尽可能降低听障骑手

送餐难度，如今，有 5000多名听
障骑手活跃在饿了么平台上。

闲鱼上线的公益宝贝项目，

在循环经济外加入爱心经济，目

前普通用户上线了 2600多万个
公益宝贝，不仅让资源二次循

环，也让爱心流转。

公益是砥砺内心的磨刀石

要让公益有十年的生命力，

最重要的是做到公益项目本身

的可持续。

淘宝上的“公益宝贝”项目，

已平稳运行到第 20年，目前公
益宝贝在线商品量 1.6亿。每年
有近 200万捐赠商家、超 4亿用
户购买公益宝贝商品，累计捐赠

数十亿元，捐赠订单量超 600亿
笔，受益人次达 6000万。

在现场，阿里巴巴集团党委

书记邵晓锋说，“坚持的力量是

巨大的，再小的事情始终坚持，

都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们

今天依然在努力做的，是让更多

人参与进来，是让更多业务本身

就与公益基因天然融合。有了情

怀，一切都会更有意义，才能够

走得更远。”

之所以能探索出一条以员工

公益为底座的大企业公益创新之

路，内部持续的激励很重要。

在阿里巴巴几个园区最醒

目处挂着的不是商业成就，而是

每年公益榜获奖项目和获奖人

信息；在阿里，每年聚集最多合

伙人的场合，不是商业盛典，是

一年一次的“阿里巴巴公益榜”。

阿里巴巴众多公益项目倡

导者、阿里合伙人刘振飞，曾参

与公安部共同组建的打拐项目

“团圆系统”。他在晚会现场分享

时说，“召集这个项目时，全公司

一呼百应，没有一个人推辞。”

“公益，往往是能力和善意

的外溢。”刘振飞说，“公益正是

砥砺内心的那块磨刀石。”

蚂蚁集团野数字木兰冶实践
写入北京+30国家级综合审查报告

3月 6日，记者在世界互联
网大会数字研修院“WIC·领
汇”沙龙活动上获悉，蚂蚁集团

“数字木兰”系列计划被写入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暨〈北京

宣言〉与〈行动纲领〉通过三十

周年国家级综合审查报告》。该

报告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

员会牵头，联合司法机关、政府

部门及社会各界共同编撰，系

统总结了我国近五年推进性别

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成果。

“数字木兰”计划由蚂蚁集

团、蚂蚁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

聚焦基础保障、创就业支持及

多元发展三大领域，通过数字

化手段助力女性提升安全感、

成就感和幸福感。其核心项目

包括“加油木兰”女性公益保险

项目、“AI豆计划”人工智能产
业孵化项目、“数字木兰民宿管

家培训计划”及“追风计划”等。

截至 2024年年底，该系列
计划已累计为 18个省份 62个
欠发达县域的困难女性提供超

550万份公益保险；通过职业
技能培训帮助 2.1万名乡村女

性及返乡青年在地就业；支持

超 200 支乡村校园女足队，惠
及 6000余名女孩，助其通过足
球建立自信。

在沙龙活动现场，蚂蚁集

团社会责任部总经理、蚂蚁公

益基金会秘书长王晓晶展示了

多个受益人案例：西部偏远地

区女性借助“AI豆计划”成为人
工智能训练师；乡村女性通过

民宿管家培训掌握数字化技

能，带动家乡旅游推广；患病母

亲在“加油木兰”项目支持下恢

复健康，子女得以完成学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

播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妇女研

究会理事卜卫认为，数字技术

本身无法自动实现性别平等，

需结合社会性别视角进行有

效干预。北京+30 国家级审查
报告中，妇女全面参与数字化

转型和科技创新进程被列为

了我国妇女发展突出成就，以

蚂蚁“数字木兰”为代表的创新

实践，为社会企业运用数字技

术助力女性发展的提供了生动

示范。 渊皮磊冤

3月 3日，由深圳市宝安区
慈善会主办、深圳市宝安日报

社、深圳市宝安区融媒体中心协

办，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承办

的第六届公益慈善项目大赛正

式启动。本届大赛以“社区慈善、

空间慈善、科技慈善、市集慈善”

为核心战略，面向全市社会组织

开放申报通道，总资助金额达

300万元，单个项目最高可获 30
万元支持。

作为宝安慈善会的品牌项

目，宝安公益慈善项目大赛自

2015 年启动以来已连续跨 10
年，凭借着“资金规模大、创投周

期长、投后管理精细”的特点，成

为全国区级公益创投的标杆级

赛事。过去五届累计培育 54个
优质项目，总资助金额 1334.96
万元，服务儿童、老年人、特殊群

体等多个领域 280万余人次，切
实满足了宝安区社会民生的多

元需求，为宝安区公益慈善生态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介绍，宝安公益慈善项目

大赛已形成了从“资金输血”到

“生态造血”的运作模式：

项目运营上，动态实时地帮助项

目团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两年创投期内三次阶段性评估，

依据评估结果开展个性化或整

体性的赋能培训，对不合格项目

提出整改意见。这一评估方式已

被纳入《公益创投运行指南》深

圳市地方标准，成为全国公益创

投的借鉴范例。

本届大赛将延续往届成功

经验，围绕“社区慈善、空间慈

善、科技慈善、市集慈善”四个方

面，推动公益事业深入发展，促

进宝安人人慈善。

在社区慈善、空间慈善方

面，大赛将继续关注社区慈善空

间的打造，同时在保留以往成功

经验的基础上，借助 AI技术实
现软硬件升级，精准分析社区不

同群体需求，拓宽社区慈善覆盖

面，营造互助关爱的社区氛围。

在科技慈善方面，公益 AI
数字化发展是本届大赛的一大

亮点：通过 AI强大的数据处理
能力赋能“人”与项目，全面提升

项目团队的综合能力素养，助力

项目在目标市场分析、品牌传

播、精细化发展等方面实现突

破；同时围绕项目目标市场、受

众和服务内容，运用 AI技术进
行技术升级，增强项目竞争力，

推动项目可持续发展。

市集慈善同样是本届大赛

的一个创新方向，为了更好地实

现公益慈善的公众传播，赛事将

结合宝安区优质商圈和慈善地

标地段，在“宝安区慈善宣传周”

等重要节点开展公益市集活动，

帮助项目提升公众认知度，整合

资源为项目链接公众参与渠道，

推动慈善文化普及与发展。

据悉，本次大赛申报截止

时间为 2025 年 3 月 18 日，在
深圳市内依法登记注册并在宝

安区有分支或团队的社会福利

机构、公益性事业单位、公益慈

善类社会组织可参与申报，每

个申报主体最多申报两个项

目。申报项目需回应宝安区社

会民生需求、在宝安区域内实

施，以两年为期提交相应执行

计划。预计截至 2025 年 5 月，
大赛将完成三级遴选工作，最

终确定获资助项目。 渊李庆冤

AI赋能公益新生态
深圳市宝安区第六届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启动

3月 3日袁2025阿里巴巴公益榜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