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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健康员项目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今年 6 月，江西省赣州市
于都县及寻乌县的乡村健康

员、健康督导员、健康指导员

经过专业培训后正式上岗，对

当地群众进行健康指导。这得

益于今年 4 月以来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推出的乡村健康

员项目。

今年是“母亲健康快车”

项目实施 20 周年。为推动实
施《“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贯彻落实全国妇联“健

康中国·母亲行动”部署要

求，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对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进行战

略升级，于 4 月在江西赣州正
式启动乡村健康员项目。项目

以“提升妇女及家庭综合健康

水平”为总目标，以“改善妇

女及家庭成员健康能力”为切

入点，整合捐赠资源、专业力

量、志愿队伍“三重力量”，开

展健康建档、健康随访、健康

互助等“五项服务”，以务实

措施和长效机制助力健康中

国建设。

为培养村社健康骨干力

量，项目还在于都县举办了为

期三天的乡村健康员项目培训

班。培训中，项目团队专家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丰富的实践经

验，详细讲解了乡村健康员的

工作要点，发挥妇女在家庭中

健康指导员、管理员、监督员的

作用，引导家庭成员践行健康

生活方式，提升健康素养，养成

健康的生活习惯，主动预防常

见疾病，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的发生。

据了解，乡村健康员项目

启动后，寻乌县、于都县围绕

“三减三健”的工作重心（即减

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

口腔、健康骨骼），对当地村社

居民开展健康宣传，并建立家

庭健康档案。

项目启动两个月时间，乡

村健康员已发放健康宣传册

300多份，为 300 多户农户建
立了家庭健康档案，配合“母

亲健康快车”开展两场健康义

诊活动，通过传播健康知识、

提供健康服务、营造健康环境

等措施，带领母亲们发挥“家

庭健康管理员”的积极作用，

为助力实现健康中国贡献积

极力量。 （皮磊）

7月 19日，由宁波市扬帆
久久慈善基金会发起主办，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提

供学术支持，宁波市甬尚慈善

社工服务中心和宁波市鄞州区

银巢养老服务中心支持的久久

“乐活”计划第一期项目表彰大

会举行。

宁波市扬帆久久慈善基金

会秘书长宋洁在对久久“乐活”

第一期项目进行总结时指出，

过去一年，“乐活”项目发挥联

合力量，举办了多场专业培训、

沙龙，搭建了资源平台、赋能平

台和倡导平台，各机构的行动

涵盖了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医

疗科普、特殊教育、老龄创业等

众多领域，“乐活”以不同的身

份走进社区，在学校、医院等留

下了身影。“期待和更多社会组

织一起，将‘乐有所活、老有所

为’进行到底。”

“老园丁助学工作室”董

毅作为“乐活”受助组织代表

发言。她表示，自 2022年入围

久久“乐活”计划以来，基金会

安排了数次专项培训和沙龙，

在项目执行、志愿者管理、服

务技巧等方面，对工作室进行

赋能。基金会搭建的平台和枢

纽机构提供的服务，让工作室

在团队资金、组织管理、项目

监管、资源链接等方面得到了

有力支持。“在乐活平台支持

下，我们将更有信心和能力吸

引更多社会资源加入到乐活

助学团队中来。”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副院长高云霞指出，宁波

久久“乐活”计划用专业力量推

动社会实践创新，是积极应对

老龄社会的一个变革，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中国公

益研究院作为智库，一直践行

“慈善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

期待在第二期行动中与政府部

门、学界、媒体等社会各界加强

互动，与诸多合作伙伴倡导积

极老龄知识体系、积极老龄社

区的开发，与“乐活”组织进行

更多创新模式的探索。

据了解，宁波市久久“乐

活”项目自 2022年 7月开始实
施，旨在打造由公益基金会资

助、智库设计并与枢纽社会组

织共同督导的积极老龄化示范

平台；建立“乐活”孵化平台开

发机制和支撑体系，形成一套

科学可操作的老年基层组织孵

化体系及一批典范项目，推动

更多当地活力老人积极参与，

共建积极老龄社会。

目前，“乐活”平台共孵化

17个基层老年组织，参与总人
数上千人，核心成员 180人，举
办活动 892项，内外部培训 57
次，各类宣传活动 36个，外联、
督导、组织建设等活动共计 253
项，覆盖海曙、鄞州两个区及江

北一个社区。各参与组织行动

涵盖了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医

疗科普、特殊教育、老龄创业等

众多领域，总结出适用于宁波

本地需求的“乐活”模式，取得了

良好社会效益。 （皮磊）

为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方针，2023 年，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将联合英雄联盟共同开展

“美好乡村”公益计划，帮助经

济来源、生产资源获取较为困

难的乡村群体，扎实推进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助力乡村

可持续发展。

据悉，针对农村空心化现

状、产业附加值不高以及产业

缺乏启动资金的乡村问题，中

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于 2023 年
启动美好乡村项目，旨在通过

修建公益活动空间、开展村庄

公益事业、培养在地团队、设立

产业扶持资金的方式，助力乡

村可持续发展。

本次“美好乡村”公益计

划，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与

英雄联盟结合其“守护者”公益

计划展开。项目将分别落地河

北省邢台市下辖的新河县、江

西省赣州市下辖的瑞金市。在

新河县，项目将围绕生产能力

建设等内容，助力乡村特色产

业发展；在瑞金市，项目将通过

“三个一”即一个中心、一支团

队、一个基金的公益投入方式，

共建城乡联动平台，一同为创

造共建、共创、共享、共生的美

好乡村而努力。

“守护者”公益计划是英雄

联盟长期专项公益计划之一，自

“守护者”公益计划开展以来，每

年会选取一款皮肤及相关道具

进行售卖，售卖所得收益（去除

成本税务等），会投入至当年的

公益计划中。目前，英雄联盟守

护者公益计划已支持春蕾计划、

环境保护、医疗救助、改善留守

儿童教育环境、为乡村儿童提供

爱心营养餐等多个方向，累计投

入金额超过 1亿元。今年，英雄
联盟守护者公益计划继续展开，

7月 21日至 8月 31日，“斗魂觉
醒·莎弥拉”皮肤作为今年的公

益皮肤上线，其部分收益将用于

“美好乡村”公益计划中。

在公益数字化趋势下，游戏

凭借能够凝聚更多关注力量的

场景、能够充分调动参与意愿的

交互能力以及能够提供创新解

决方案的技术，让公益活动更直

观、更生动、更具吸引力。游戏不

仅能快速凝聚用户、引发公众对

公益项目的关注，还能通过高效

的方式汇集、分配爱心资源，最

终促成公益目标的达成，成为连

接年轻群体与公益的“超级数字

场景”。 （李庆）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开展“美好乡村”公益活动

宁波市久久“乐活”计划
打造积极的老龄化示范平台

7 月 22 日，由北京病痛挑
战公益基金会主办，中国罕见病

联盟作为指导单位的第五届罕

见病合作交流会在北京召开。本

届大会以“患者参与·对话罕见”

为主题，围绕诊疗、保障、创新三

个关键词，邀请政府、医生、学

界、企业等各界代表和患者组织

对话。

据介绍，2019年，国家卫生
健康委遴选 324 家医院组建全
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北京协和

医院作为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

网的国家级牵头医院，深入开展

疑难罕见病研究，但患者如何找

到医生依旧困难重重。开幕式特

别邀请了六位医学领域的专家

分享自己与罕见病的故事。

根据《2023 中国罕见病行
业趋势观察报告》，截至今年 2
月，基于《第一批罕见病目录》，

共有 24 种罕见病的 30 种药物
在国内上市但尚未纳入医保，其

中有 16种罕见病的全部治疗药
物均未纳入医保。而这 16种药
物中有 13种药品年治疗费用多
为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普通患

者家庭难以负担，用药可及度面

临极大挑战。

此次会议邀请了社会各界

的创新家展开对话，希望通过

跨界力量在罕见病的诊疗和保

障外探索一条创新之路。

从公平性问题出发，罕见

病病友代表毛毛表示，从基本

医保的角度和层面应当给予罕

见病病友同其他普通参保人一

样的基础性保障。在基本保障

外，华中科技大学冯占春教授

也提出需给予罕见病患者额外

的支持体系。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

司原司长熊先军表示，中共中

央、国务院早在《关于完善医疗

保障制度的意见》中已经明确

提出，要探索罕见病用药的保

障途径，对罕见病给予特殊保

障。“但特殊保障机制，绝对不

是建立在天价药基础上的，一

定是建立在谈判价格形成基础

上的特殊保障机制，这样的谈

判价格也是能反映买方卖方的

公平价格。”

据介绍，为更好地服务罕见

病病友，病痛挑战基金会联合 30
家医院、产业、公益机构和互联

网筹款平台，共同启动罕见病综

合服务网络和罕见病议题倡导

网络，希望联动多方力量共筑罕

见病服务支持网络。

本届交流会还发布了《罕

见皮肤病多层次保障研究报

告》，启动罕见皮肤病患者组织。

在公众倡导方面，会议同步启动

“万分之一罕见的你”罕见病科

普项目，并倡议发起 721 中国
尿素循环障碍关爱日，联合 60
余家患者组织讨论协同社会力

量倡导发声，为罕见病家庭点

亮希望之光。 （李庆 ）

2023 罕见病合作交流会：
跨界力量解决罕见病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