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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助与合作协议

甲方（资助方）：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林洲路 8号世欧彼岸城 A区 9栋 1701

电话：0591-88200953

乙方（受款方）: 济南市历下区安老乐邻社区助老服务中心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黑虎泉北路 187-7号历下创益园

电话：13791099671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和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宗旨、使命

和资助理念，为保证双方合作的目能有效使用相应资助款，甲、乙双方经过平等协

商，签订协议如下：

一、合作内容

1.1 甲方资助乙方开展“爱在方寸间”项目，项目书详见附件一。项目执行周期为：

2020.01-2020.06。

二、项目资金管理方案

2.1 以甲乙双方协商通过的项目预算为准，甲方捐赠金额为人民币壹万玖仟叁佰壹

拾叁元贰角捌分（小写金额 19313.28元 ）用于支持 爱在方寸间 项目。甲方将总

捐赠款项分二期拨付乙方，在合同正式签订生效且乙方出具与拨款金额相等的正式

发票或同等效力票据后 7个工作日内，将首期项目捐赠费用壹万叁仟伍佰壹拾玖元

叁角（小写金额 13519.3元）拨付至乙方账户；项目结束后，乙方配合甲方按照腾

讯乐捐项目的要求完成透明披露、项目结项与尾款申请，并出具与拨款金额相等的

正式发票或同等效力票据后 7个工作日内，甲方将第二期项目捐赠款项伍仟柒佰玖

拾叁元玖角捌分（小写金额 5793.98元）拨付至乙方账户。

2.2 乙方账户信息：

户 名： 济南市历下区安老乐邻社区助老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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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 8661 1003 1014 2100 1973

开户行： 齐鲁银行济南解放路支行

三、项目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3.1 为了保障项目顺利进行，甲乙双方有权了解项目的审批、拨款、及实施进度，

甲方保留对财务账目进行部分或全部检查的权利。

3.2 项目总结报告：在项目结束后，乙方应在 30天内向甲方提供项目总结报告，书

面报告项目活动情况和财务状况。

3.3乙方应完整保存全部原始凭证以随时备查，甲方有权查看乙方保存的以下（包括

但不限于）信息，但应提至少前两周通知乙方；

3.3.1项目开支情况报告表

3.3.2财务原始凭证。

四、项目宣传与资助方的名誉保证

4.1 在本项目对外宣传过程中，乙方均应明确表明“正荣公益基金会”作为资助方的

地位；甲方在进行自身宣传过程中，有权表明作为本项目资助方的地位，并有权使

用本项目的名称、标识、方案、形象、内容等与项目有关的信息。

4.2 在本项目范围内，乙方可以在网站和宣传品上按“正荣公益基金会”的 VI标准进

行使用。

4.3 在由本项目资助而产生的具有宣传或成果性质的物品或资料中，乙方均应当在

物品或资料的显著位置注明“正荣公益基金会”及其资助方地位。

五、信息披露

5.1 基于规范化和透明化的组织发展原则，双方视需求可面向公众披露项目的过程

和成果方面的正式或非正式文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建议书、捐赠协议、预算

细目、项目实施进展报告、财务检查报告、评估报告、完成报告、财务开支状况等

方面的信息。

六、签约方权利和义务

6.1 甲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时足额向乙方提供资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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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乙方有义务按照本协议及附件的要求，实施约定公益项目；合作的过程中，双方

应合理使用资助款项，厉行节俭，避免浪费，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项目

进展和全面完成，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

6.3 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乙方可就受助项目的项目框架、项目实施计划、项目预算、

项目实施方案等受助项目的重要方面向甲方提出书面变更要求，征得甲方的书面同

意后即可实施。

6.4当下列情况出现时，甲方有权停止拨付资助款，并要求乙方归还已拨付但未按预

算执行的项目资金：

6.4.1经双方确认实际发生所资助款项用于与资助项目无关，以及与资助项目内容不

符的其它活动；

6.4.2 未能在约定的时间内开始实施甲方所资助的项目或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擅自变

更项目框架、项目计划、项目预算和实施方案，对项目产生重大影响，致使不能达

到项目目标和预期效果的；

6.4.3 因发生情势变更，甲乙双方经协商认为继续执行受助项目无实际意义的。

6.5乙方如需将所资助项目转包或者分包的（即乙方将项目主要内容转由第三方实施

的），应提前与甲方沟通，经双方确认不影响项目效果即可实施。

七、违约责任

7.1 甲、乙双方应全面认真地履行本协议的各项规定，如发生违约，应承担违约责

任并赔偿由于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7.2 协议双方如未能及时支付款项，将视为违约，逾期 30 天仍未付款的，守约方

有权保留解除该协议的权利。

7.3 因不可抗力原因造成其中一方不能履行合同时，不属故意违约，双方再行协商

解决。

八、协议的有效期限及其他事项

8.1 本协议从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提出提前终止本协议，必

须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其对方，并经对方的书面同意后，本协议方可提前终

止。

8.2 双方业务合作所产生的应收应付款项责任不因协议终止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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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经双方签署后与本协议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8.4 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5 本合同的解释和执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出现的争

议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拥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 方： 乙 方： 济南市历下区安老乐邻

社区助老服务中心

（公章） （公章）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签字） （签字）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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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爱在方寸间”项目书

一、机构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济南市历下区安老乐邻社区助老服务中心

登记证号 52370102MJD713302J 开户银行 齐鲁银行济南解放路支行

开户名
济南市历下区安老乐邻

社区助老服务中心
银行账号 8661 1003 1014 2100 1973

机构简介

济南市历下区安老乐邻社区助老服务中心是在历下区民政局注册的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我们主要提供老年人精神慰藉、居家养老环境评估

以及适老化改造设计、适老空间体验、无障碍出行等服务。我们希望让更

多的人知道：专业的适老化器具和服务能够抵消肌体退化对老年人造成的

不便，让老年人更加安全、方便、舒适地享受晚年生活。

机构负责人 傅晓静 职务 总干事

邮件 anlaoll2018@163.com 手机 13583192315

二、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爱在方寸间
项目服务

领域
老年

项目起止时间 2020.01-2020.06 项目实施

地
山东省济南市

项目预算（元） 19313.28 受益人数 150

项目负责人 时优 职务 副总干事

电子邮件 anlaoll2018@163.com 手机 15688452925

项目简介 解决长者身体机能退化与居家安全支持不足造成的生活障碍

项目服务计划

适老化硬件改造：1、与社区居委会和社会工作者联络，了解社区长者基本信息，筛

选出社区中的老年家庭。2、入户探访，为长者提供居家安全检测。3、在入户探访过

程中，筛选出 10-15户需要适老化改造的贫困长者。4、为长者设计适老化改造方案。

5、链接资源开展硬件改造服务。6、回访跟进老人使用情况。

意识推广活动：1、联络社区居委会及社区社会组织，开展 2场适老空间体验活动和 2
场居家安全知识普及课堂。2、入户、开展社区活动时向居民发放居家安全知识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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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算

一级科目 二级科目 预算

服务类费用 8400.00
适老化硬件改造 6400.00
意识推广活动 2000.00

宣传类费用 650.00
居家安全知识手册 400.00

其他宣传品 250.00
人力成本 9000.00

两名专职工作人员补助 7800.00
志愿者补贴 1200.00

行政支出 513.28
行政费用 300.00

不可预见费 213.28
项目管理费 750.00

发票税金 600.00
机构管理费用 150.00

项目总计：19313.28元

三、诚信申明

我机构保证项目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已制定项目实施计划、方案，确保项目如

期完成。将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接受项目监管、审计和评估，并承担相应责任。

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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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资助项目财务管理办法

《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项目财务管理办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

基金会相关财务标准编写，旨在规范项目资金运作及财务管理活动，提高会计信息

质量。

不论项目合作伙伴处于何种注册方式，选用何种会计制度组织核算，作为福建

省正荣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正荣基金会）项目财务管理基本标准和底线要求，项

目合作伙伴应该遵循本管理办法的规定。

一、项目收入及账目

1. 项目合作伙伴收到拨款应开具正规票据，并寄回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并按

项目拨款金额及时入账。银行或财务手续费或项目管理费，应作为费用从项目

支出中核销。

2. 项目拨款应根据资金来源，按资助者、分项目设置明细账。

二、项目支出及账目

3. 项目支出明细账设置应与项目预算框架和科目一致，保证实际支出与预算相对

应，核算结果要能反映项目预算完成情况，满足编制项目财务报告的需要。

4. 项目支出应分项目，分活动，分费用设置明细账，要能够清楚反映每一笔明细

支出。

5. 如果一个合作伙伴同一时期负责一个以上项目，每个项目须有独立的明细账。

三、费用报销要求：

所有项目支出应取得有效票据，经财务复核，项目负责人审批才能报销，费用报

销应严格执行项目预算内容、标准和用途，采用实报实销、实事求是的原则。

1. 合作伙伴应该按照批准的预算使用资金。当预算需调整的情况发生时，合作伙伴

应事前与正荣公益基金会的相关项目主管协商，并提出书面申请，获得正荣基金

会负责项目主管的书面批准后才能变更资金用途。正荣基金会有权拒绝拨付或收

回未经正式批准的用于项目活动变更的资金。

2. 购买物资或价值超过 2,000元的单件耐用品，或成批购买低值耐用品而总金额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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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2,000元时，需要至少取得三家供货商的书面报价或报价记录（包括供货商名

称、地点、电话、品名、型号、规格、等级、单价、合计金额等资料），在综合

权衡质量、性能、价格、售后服务等因素后，在预算资金范围内决定购买，并保

存供应商报价资料。

3. 发放现金、物资应编制相应的花名册注明领受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单位、职

务、领受物品的名称、数量并由领受人本人签字。

四、费用报销票据要求

1. 项目发生支出必须取得有效的原始单据。报销下列费用除发票外，还需要明细资

料：

 在酒店举办会议或培训报销食宿费、会议室租金：需要在发票后附酒店提供

的结算明细清单；

 报销餐费：需要说明用餐日期、用餐人、报销理由，但出差期间的包干餐费

除外。

 访点或考察报销租车费：需要在发票后注明用车期间、用车人、目的地、用

车目的、租车单价等信息；

 回程交通费票据必须由使用人寄回合作伙伴财务，作为原始单据报销入帐。

 市内交通报销出租车费：需要在车票上注明用车日期、用车人、用车目的、

目的地、出租车费金额等信息。每次最高不超过 100元，长途应使用公共交

通工具；

 报销必要的办公用品或文具：需要在发票后附超市小票或明细清单；

 报销打印费或复印费：需要在发票后附打印或复印资料的名称、数量、单价

等信息；

 支付基建工程款，购买大宗赈灾物资，需要附上支持此项付款的相关文件、

审批资料、合同或协议书等。

2. 基于诚信和会计责任，购买物品或服务应该尽可能取得国家税务部门印发的正规

发票，并由经办人和证明人签字，项目负责人审批。

3. 使用项目资金支付人员工资、劳务费、补贴，赈灾项目发放现金或物资需要自己

制作单据的，单据须清楚反映支付的内容、标准、数量、金额，经手、签收、审

批手续齐全，同时，应符合项目预算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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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务管理费”以实际拨付的项目资金总额为基数，按双方同意的比例计算，而不

是按项目批准预算的管理费总额提取的。项目预算中规定了管理费上限的，管理

费不得超过双方同意的上限。

五、项目财务报告

1. 合作伙伴应根据项目协议书中约定的时间向正荣基金会提交项目财务报告。

2. 项目财务报告应按项目预算框架和科目编制，保证项目实际支出与预算相对应，

有效反映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并保证报告内容真实、完整，数字准确无误。

3. 项目财务报告主要包括四部份内容：

a、简述项目财务管理及控制情况；

b、项目收款明细；

c、项目支出明细；

d、超支或节余资金分析及重要会计事项说明。

六、财务资料保存

项目财务资料包括：原始票据（结算清单、明细单、小票等）、记账凭证、会

计账簿、财务报表、项目活动变更批复、不可预见费使用批复，以及与项目支出直

接相关的合同、协议、记录等资料，应及时整理、装订和保存，并参照国家《会计

档案管理规定》处置。

七、审计与余款

1. 对于超过人民币五万元的资助，正荣基金会将视情况在项目实施期间或结束后，

安排本机构人员，或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对项目财务进行独立检查或审计，合作伙

伴有责任提供相关资料和必要的工作便利，积极协助配合。

2. 项目结束后，正荣基金会对项目结余款拥有所有权和处置权，并将在项目结束时

收回或作妥善处置。

八、财务监督与公开

合作伙伴应该建立必要的财务管理制度，采取有效的资金监管和控制措施，确

保项目资金安全，项目财务信息应在机构员工例会、理事会或通过其他途径在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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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内公布，接受员工、资助方和相关群体的监督，提高项目财务运作的透明度

和问责性。

九、其他事项

1. 合作伙伴的项目或财务出现严重失误时，正荣基金会将根据具体情况，依据项目

协议书中的条款，决定中止拨款，追回已拨款项及使用项目资金购置的物资，并

保留通过法律诉讼手段解决问题的权利。

2. 在项目财务管理中，正荣基金会不接受任何违反国家法规、不诚实、营私舞弊、

虚假报告等行为，包括以下及其他并未列出的行为：

 已注册机构把项目资金转存入个人储蓄账户

 采用虚假票据报销套取项目资金

 恶意运用会计技巧套取现金或避税

 编造虚假活动、伪造报销资料

 编造虚假名册，冒领、代领工资或补贴

 违背员工意愿强迫员工捐赠工资、劳务及补助

 故意向员工或对外公布虚假会计信息

 恶意涂改发票、账本和报表

 应该取得发票却大量以白条报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