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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汇聚各方力量，推动助残公益可持续发展

为进一步促进残疾人公益
事业发展，集中宣传展示一批贴
合残障人士需求、影响力和带动
力强的优秀助残公益项目，引导
社会公众关心、支持、参与残疾
人公益事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
益研究院于近日发布了《集善助
残公益项目案例集（2023）》（以
下简称《案例集》）。

《案例集》整体展现了助残公
益事业的发展水平， 具体来看呈
现以下特点： 一是项目受益群体
广，面向残疾儿童、心智障碍者、
孤独症群体项目数量多； 二是项
目类型涵盖助困、助学、助行等七
大行动，助困行动最多；三是 2021
年以来启动的项目最多， 近半数
项目执行周期在 1-3年； 四是四
成项目总收入超过千万元， 现金
收入类项目占比高。

为残疾人提供
更多专业服务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
研究院助理院长兼残疾人事业
研究中心主任成绯绯介绍，案例
征集面向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系
统开展， 专家组在 45 个申报案
例中推选优秀案例 10 个， 入围
案例 12 个。

“此次推选的优秀案例在规
范性、专业性、创新性、示范性、可
持续性都有比较好的体现， 但又
各有特色和亮点。 ”成绯绯表示。

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发起的“集善乐业”残疾人网络
就业项目为例，项目以就业为导
向，以促进残疾人“通过就业迈

向乐业”为实施理念，建立起一
套行之有效的实施路径。

一是依托互联网技术，将东
部经济发达地区就业机会以数
字化岗位的形式输送至西部就
业困难的地区，搭建起残疾人与
企业间有效对接的通道，实现企
业与残疾人的双赢。

二是建设融合就业基地，对
残疾人提供持续性的支持、培养
和管理，同时规避互联网任务漏
斗式管理模型带来的弊端，帮助
残疾人实现就业融入社会。

三是通过联合地方残疾人
互助组织，对其进行标准模式输
出、驻场辅导等赋能支持，引导
更多企业关注残疾人就业，从而
打造出适合残疾人就业的生态
环境。

项目实施五年，为 4000 余名
残障人士及其家属提供了就业
技能培训，创造了上千个就业机
会，累计为残障群体创造收入达
1500 余万元。

“项目在就业扶持方式、参
与主体、管理模式等多个方面进
行了创新，不仅仅提供物质帮助
和就业培训， 更重要的是通过
‘共建+共管’以及社会企业运营
的方式， 建立就业基地建设、技

能培训、就业岗位资源链接以及
持续赋能的项目机制，实现东部
地区提供岗位、西部地区解决就
业的跨区域调度。 ”成绯绯表示。

同样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发起的“听力重建·启聪行
动”则更具示范性。 自 2005 年开
展以来， 项目已累计为 3200 余
名听障儿童提供了人工耳蜗植
入以及语训康复服务，在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较为成
熟的项目执行体系以及医疗康
复网络，进而推动了国家财政资
金支持开展“七彩梦-人工耳蜗
国家项目”。 2018 年，项目又间接
推动国家出台建立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

此外，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
目、“八双筷子一个家”项目等在
可持续发展上探索了一条新的
路径。 这两个项目从特定残障群
体的需求出发，用先进的理念和
模式，探索激发公众及企业线上
线下筹款， 形成了综合帮扶、多
方协作、多渠道筹款的经验。

实际上， 这样的项目还有很
多。 据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
事长龙墨介绍， 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的“集善工程”品牌已形成
启明行动、助听行动、助行行动、

助困行动、助学行动、无障碍行动
和文化助残行动等一批有社会影
响力的公益项目。 基金会自成立
以来共筹集款物近 90 亿元，帮扶
残障人士超过千余万人次。

“与其他公益项目相比，助
残公益项目能够对残疾人进行
直接帮助，行动性更强，效果立
竿见影；同时这些项目特别注意
机制上的创新，社会价值体现得
特别明显。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

推动助残公益项目
可持续发展

本次所征集案例不仅公益
性强、领域分布广泛、助残方式
多样，其中还有很多持续时间长
的项目。 从项目的执行周期来
看， 有 9 个项目执行周期在 10
年以上。 结合启动时间来看，
2005 年到 2014 年启动的项目实
施周期都持续 10 年以上， 是延
续性较好的助残公益项目。

成绯绯分析认为，这些助残
公益项目能够长时间实施，主要
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有突出的社会需求，
完全靠政府资源或者家庭难以

全部负担，需要通过慈善的方式
进行有效的补充。 例如，集善阳
光鹿童项目，重点面向的是脑瘫
儿童的康复治疗需求。

第二，这些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逐步建立了规范的流程和标
准， 形成了一套执行体系和网
络，为持续有效实施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第三， 能够随着慈善事业发
展的新特点和趋势， 对项目进行
总结和再设计， 推动项目自身的
升级迭代。例如，有些物资类项目
在实施过程中逐步转变成物资+
现金的模式， 还通过公众筹款的
方式，助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这些项目的持续实施为残
疾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可
以说社会力量在残疾人事业发
展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但是，社会力量的作用还需
要进一步提升。“助残组织规模
是偏小的， 而且专业化程度很
低，与残疾人的规模相比，还有
巨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
任杨立雄表示。

王振耀认为，在高质量发展
的新阶段，残疾人需求从基本生
存、物质保障向发展需要、服务
保障转变，需要发达的社会服务
网络。“残疾人福利事业有非常
广阔的前景， 但是需要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
套很强的网络，实施更广泛的社
会行动，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

具体来说，助残公益的下一
步发展，需要建立更多枢纽性服
务与转化平台；需要引入数字化
技术；需要与更多的基金会建立
起伙伴关系；需要广泛发展基层
社会服务机构网络。

“我觉得，高质量发展第一
要先看残疾人的生活状况，残疾
人的生活好起来了，这个社会就
健康了。 ”王振耀强调，“要让扶
持残疾人的事业走在其他慈善
事业的前列，引领中国慈善事业
的发展。 ”

第三十三次全国助残日期
间，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在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
北京市延庆区残联、 夏虹公益
促进中心、 萌太奇公益等公益
伙伴支持下， 在北京八达岭长
城举办了“圆梦长城”助残公益
行动。 14 位全国残疾人代表在
“人人 3 小时”平台招募的志愿
者帮扶下，一起登上长城。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孙利军表示，希望通过互联网
力量，帮助残疾人朋友圆梦。“不
仅是登上现实中的长城，更是通
过高质量创就业攀登自己心中

的长城，实现人生理想。 未来，阿
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将在中国残
联指导下继续努力，倡导全社会
关爱残疾人群体，推进残疾人事
业高质量发展。 ”

作为“圆梦长城”活动的重
要一环，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在
长城上发布了助力残疾人互联
网高质量创就业的“万人残疾人
商家创就业助力计划”。

据该基金会秘书长姚瑶介
绍，通过这个计划，阿里公益将
联合淘宝平台，为超过一万个残
疾人商家提供免费电商运营课
程，其中包括建立残疾人创就业

社群，从活动运营、店铺诊断、课
程教育、就业辅导、社群活动等
五个方面,提升残疾人商家运营
能力；其次，还会支持专业的电
商专家，陪跑一百家有发展潜力
的标杆残疾人商家，结合阿里平
台的力量，打造残疾人创就业标
杆商家；设立“助力残疾人创就
业发展基金”， 阿里巴巴公益基
金会以资助等方式支持有社会
大爱的典范残疾人商家及伙伴，
制定创就业领域公益计划，实现
残疾人帮更多残疾人创就业的
梦想。

游林冰是参与此次“圆梦长

城” 活动的淘宝残疾人商家之
一。 今年 2 月 28 日，她作为“助
力残疾人互联网高质量创就业
计划”帮扶的商家之一，开始了
第一堂电商课。“我做了很多年
的淘宝， 但没有系统地学习过。
现在我们一周有两节课，都是很
专业的老师来讲的。 ”现在的游
林冰对自己之后的电商事业充
满了期待。

目前，我国有 8500 多万名
残疾人， 他们的就业和发展也
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问题。
这些年来， 阿里巴巴公益借助
科技和数字化的力量， 已支持

了数十万残疾人通过电商、客
服、外卖骑手、数据标注师等创
业、就业，并提供相关专业技能
培训等。

中国残联就业中心代表张
亮表示， 阿里巴巴在 2016 年就
与中国残联合作开展“橙就未
来”云客服项目，在助残就业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
可观的成果。 他期待，这次阿里
能继续发挥带头作用， 在实施
《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
案》的关键一年，结合科技力量，
在残疾人就业等多个领域不断
实现社会价值。 （皮磊）

助力残疾人互联网高质量创就业
阿里公益发布“万人残疾人商家创就业助力计划”

为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
《“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

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残疾人慈善事
业和服务产业。 鼓励残联、工会、共青
团、妇联、科协等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
企事业单位等实施助残慈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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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