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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孔子基金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

专项基金设立方案

发起人：广生文化产业(云南)有限公司等

捐赠人：广生文化产业(云南)有限公司等

审批单位：中国孔子基金会

2023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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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发起人（主要捐赠人）基本情况

广生文化产业(云南)有限公司是由热心公益的云南、四

川、山东等地企业家共同设立的企业，致力于推动西南地区

特色产品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数字文化创

意内容应用服务、文物文化遗址保护服务、数字文化创意软

件开发、品牌管理等。主创团队与云南省项目管理协会、云

南省自驾车与房车露营协会、昆明市创业创新联合会等社会

组织有长期密切合作，并受聘担任多所高校和多家创业园区

的双创导师，通过积极服务“绿色自驾游”“百车进百县”

“春城创业荟”等品牌活动，筛选和发现优质的特色产品和

文创项目，为其提供深度孵化服务，助力西南地区特色产品

和文化产业项目的创新与发展。

发起人还联络、组织了一批专家志愿者和党政军界老干

部志愿者，为专项基金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 设立目的、意义和宗旨

目的：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

下，积极搭建民族文化融合发展公益平台，凝聚社会力量，

汇聚社会资源，为西南地区民众构建精神家园，推动乡村振

兴，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多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做出积

极贡献。

宗旨：随着西南地区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

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不断扩大，进一步坚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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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自信，推动传统文化在西南地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增强西南地区民众的自主发展能力和文化自信力，深化

民族团结进步意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立，为早

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积极力量。

三、 实施内容

（一）修复文庙古建筑和有关历史文化遗迹，重点组织和资助

儒家文化、民族文化的研究传播；

（二）助力“孔子学堂万里行（民族行）”，设立“孔子学堂

万里行”工作站，支持、帮扶孔子学堂建设和品牌发展，组织开展

民族文化融合的教学、研究、宣传、采风、交流、合作活动，开发

民族主题的标识、教材、课程、活动、项目等体系，发展、培训并

服务好孔子学堂志愿者队伍，促进专职队伍建设，打造民族儒家文

化人才高地；

（三）重点组织和帮扶各少数民族“新儒商文化”学习实践活

动，带动企业家传承发展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企业新时代文明实践，打造中华民族品牌的新儒商企业，带动

全社会物质上共同富裕、精神上共同富足，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帮扶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重点是儒家文化、

红色文旅、民族民俗、非遗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创业活动；

（五）支持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与资金融通，促进与“一

带一路”相关实体的跨境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

（六）其它有利于传统文化发展的民族融合公益项目。

四、实施地域及受益对象

专项基金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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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策，团结热心公益事业的力量，搭建公益平台，实施地

域及受益对象如下：

（一）实施地域：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西

藏。

（二）受益对象：所有致力于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机构

和个人。

五、工作推进计划

（一）广生文化产业(云南)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和捐赠

人，向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100 万，成立中国孔子基金会民族

文化融合发展专项基金。

（二）通过募捐活动募集资金，用于支持开展符合专项

基金设立目的和宗旨的公益活动。

（三）根据后续募集资金额度和工作计划，持续推动相

关公益项目和活动开展，逐步形成专项基金公益项目体系。

六、解决的问题与社会效益

通过实施一系列活动加深了守望相助的理念，坚定了文化自

信，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根基，促进西南地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创造美

好生活。这不仅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更是增强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精神力量。

七、募集、使用及管理

（一）募集

广生文化产业(云南)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和捐赠人，向

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100 万，作为中国孔子基金会民族文化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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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专项基金的初始资金，后期专项基金面向社会进行募

集。

（二）使用

专项基金的使用，按照本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和财务管

理相关制度执行。

（三）管理

1.本会指定捐赠账户，接受社会捐赠，并向捐赠人开具

财政部“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捐赠人可享受应纳税所

得额税前扣除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2.本会依法依规对专项基金的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

3.本会配合审计部门做好审计工作。

4.本会负责专项基金的效益评估和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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