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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 27 个“杜锋篮球场”建成落地

当前，评价一所学校是否足够好，校园中的体育场地乃

至场馆一定是诸多硬件标准中不可或缺的选项。为满足广大

乡村学校的篮球场建设需求，调动乡村青少年的篮球兴趣，

达成“以体育人”的目标，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

简称“广东青基会”）联合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国

男篮主教练杜锋共同发起“杜锋篮球场”项目，用体育力量

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2020 年，共捐建篮球场 27 个，惠及

逾 11 万名青少年及居民。

一、综合评估逾 500 份受资助单位资料，合理分配资源

“杜锋篮球场”自开展申报工作以来，共收到 531 份申

报书。项目结合各申报单位篮球场受损情况、当地经济情况

以及受益人数，综合评估申请单位对篮球场建设的需求度。

首批杜锋篮球场确定建设数量为 27 个，覆盖广东省湛江市、

云浮市、茂名市、肇庆市、江门市、清远市、韶关市、河源



市、梅州市、汕尾市、潮州市共 11 个地市以及云南省昭通

市，协调公益资源合理分配在各个地区。

二、开展多家施工单位比选会，切实保证工程质量

建设前期，邀请 7 家具有室外体育场地建设资质的施工

单位参与“杜锋篮球场施工单位比选会”，经过在团队情况、

方案专业性、以及经验等方面评估，共有 5 家施工单位进入

复选环节。复选环节中根据施工单位对 3 个具有代表性的建

设点施工方案及报价，最终确定 4家施工单位分片区建设“杜

锋篮球场”。项目后续将根据首批建设情况，精选 1-2 家施

工单位进行长期合作。施工单位比选会有利于保证篮球场的

质量及安全性能，切实为青少年提供安全舒心的运动场地。

三、采用“线上+线下”动态跟踪，及时掌握项目信息

“杜锋篮球场”采取双线动态跟踪模式，即通过“线上

+线下”的方式，与施工单位、受资助单位保持密切联系，

掌握建设动态，及时处理建设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一方面，

以微信群作为纽带，收集整理施工单位每日发布的建设进

度、现场图片等信息，形成直观的进度表。另一方面，每个

受资助单位安排 1 名负责人，根据《杜锋篮球场受资助单位

协助事宜》进行建设监督、宣传材料收集以及情况反馈等点

对点的信息互通工作。项目负责人在球场建设的前期、中期、

后期均选点到建设现场勘查。双线动态跟踪模式有利于工作

人员实时掌握项目进度，收集反馈信息，及时优化项目实施

计划，发掘青少年的潜在需求。如广宁县春水中学，大部分

学生在体育中考选择投篮项目，但学校球场陈旧，篮球数量

不足、磨损严重，因此项目除捐建球场外，还为学校配备了



10 个新篮球，极大提高篮球场建成后的使用效能。

四、管委会深度参与，科学合理推进项目决策

广东青基会负责人、锋基金管委会以及项目执行人员每

2 周开展一次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及时进行痕迹记

录。会议上，项目执行人员汇报项目进展情况，并提出需要

讨论解决的相关议题。管委会成员针对议题进行讨论，形成

决策。会后，项目执行人员及时整理会议纪要，发布至管委

会微信群，使项目推进的每一步工作、每一个环节、每一项

决策有迹可循。

五、搭建多样化宣传平台，扩大社会影响力

通过以自媒体为窗口、以大事件为核心、以青基会为平

台开展宣传工作。首先，通过自媒体发布项目日常动态。“南

粤希望工程”和“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公众号共发布

项目动态 13 篇，视频 2 个，及时向社会大众展示项目实施

过程。其次，以大事件为核心扩大媒体宣传。在项目重要的

时间节点，如启动仪式、落成仪式等，通过网络新媒体、电

视媒体等进行广泛信息发布，以核心事件深化公众对“杜锋

篮球场”的了解。最后，通过青基会平台开展网络筹款，利

用网络超越时空限制的特性以及网络公益的热点，提高社会

大众对项目的知晓度。

下一步，“杜锋篮球场”将在持续推进项目进程，促进

项目立体化；以发起人为重心，提升社会关注；深化项目成

效，进行学术成果转化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提升项目价

值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