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双筷子一个家”项目完结报告

一、项目名称

“八双筷子”一个家

二、项目简介

为 248 名智障人士提供居家技能训练，提高智障人士的

生活技能和生活品质。

三、项目实施

（一）项目周期：

2021 年 3 月——2021 年 12 月

（二）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周期 10 个月，完成 248 名智障人士居家技能训练，

主要提供个人卫生、衣食照应、饮食照应、社会行为、沟通

表达、家务管理、金钱处理、生活作息、休闲技能以及社会

统合等十个领域的居家训练服务，日常训练的同时并开展各

类服务实践活动，强化训练成果。

本项目直接受益人数 248 人，间接受益人数可达到 600

人左右。在项目实施期，各地慧灵机构组织策划各类社区活

动，力争让更多社区智障人士及社区人员参与到活动中，如：

大型宣传倡导活动--“大幅快跑”；社区技能大赛--厨艺大



比拼、居家技能大赛；社交礼仪--集体生日会、家庭联谊活

动；个人才艺活动--社区舞台剧、歌舞手工才艺展示活动等，

通过各类活动，让未接受服务的智障人士走出家门，走入社

会；让社区居民及社会大众关注到更多智障人士，关注到他

们的需求，关注到智障人士需要更多的理解、包容与尊重，

看到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学习，也可以做到常人能做的事，实

现自己的梦想，展现出坚韧吃苦的精神。同样，通过各类活

动，让智障人士享受到社会的资源，融入到社会，提升他们

的生活品质。

在项目管理方面，西安慧灵作为枢纽机构，负责各地

慧灵机构项目执行的督导与监管，定期召开线上线下项目沟

通会，和项目执行人员保持密切沟通，确保项目执行效果，

提升服务品质。

（1）项目管理沟通会议

2021 年八双筷子延续 2020 年实施方式，继续为社区家

庭住宿学员开展居家技能训练服务。因新冠疫情影响，线下

项目沟通会无法开展，后通过线上组织 25 家机构项目负责

人参与会议，主要就项目执行方案、财务管理、项目管理等

方面进行沟通。同时，对社区家庭生活技能评量工具进行理

论培训及实操指导，为项目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智障人士居家技能评估资料及整套服务档案

项目期内，共有 25 家慧灵机构 42 个社区家庭参与项目



执行，为 248 名智障人士为提供生活技能评量，依据《社区

生活技能评量表》对智障人士进行“社区生活十大领域”评

估，根据评估结果绘制社区生活技能评量剖面图，制定生活

目标训练计划，个案管理员、家庭辅导员按照年度训练计划

逐步训练智障人士居家生活技能。

（3）居家技能训练

前期社工根据服务对象评估结果和需求，和家庭辅导员、

智障人士、监护人共同制定居家训练计划，针对个人能力和

家务技能进行训练：个人卫生清洁、穿衣穿鞋、仪容仪表管

理；家用电器、清洁工具的使用；房间卫生清洁、床铺更换

清洗、简单饭食烹饪等等，经过反复训练与学习，从而能够

照顾自己，最终使得个人掌握相关生活技能。

（4）社区家庭晚间活动

1、常规活动

社区家庭的存在是为了心智障碍人士走出家门，走入社

会，享受大自然、新科技、新时代物种的资源。为了使智障

人士更好的融入家庭，拥有更多的归属感，社区家庭设计了

很多社区家庭活动:家庭生日会、KTV 唱歌、看电影、家长做

客、超市购物、健身锻炼、家庭会议、家庭郊游、做志愿者

等活动。通过各类活动，使得智障人士生活正常化、常规化，

并且丰富多彩、充满仪式感，生活品质提高的同时还拥有更

多的幸福感。



心智障碍人士的认知能力相对较弱，金钱的管理使用相

对来说比较难，为了提高他们的金钱意识，同时能够切身的

感受真实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更好地融合，社区家庭辅导员

会设计购物的活动，如为家庭采购生活用品、食材等。

健身锻炼、外出就餐是每个社区家庭最基础且重要的活

动内容，在社区健身、就餐能很好的与社区居民进行互动，

促进邻里关系，提升社区接纳度。通过健身，身体素质得到

提升、健康得到保障，且家庭工作人员也会依据智障人士的

需求制定健身锻炼计划，通过社区的健身器材、舞蹈队、跑

步、散步的方式展开训练；外出就餐是促进邻里关系的最佳

方式，可直观的让社区民众了解到智障人士的生活常态。享

受社会资源，开展各类活动，既丰富了障碍人士的日常生活、

又促进了社区互动。

为了更好的凝聚智障人士的团结心与成就感，每当节日

来临时，社区家庭工作人员组织家庭庆祝活动，明确分工，

让每位家庭成员积极参与活动中，并邀请家庭住宿成员的家

人，共同参与节日庆祝活动，既能让家长看到孩子在社区家

庭的成长与变化，也能维系社区家庭与原生家庭的紧密互动

关系，从而提升智障人士的幸福感与亲密感。

2、社会融合活动

各地慧灵机构在项目周期内开展各类融合活动，通过厨

艺大赛、职业体验、户外拓展、户外公园、志愿活动等各类



社会性活动，并招募未在机构接受服务的智障人士，共同参

与各类活动，使得更多的心智障碍人士走出家门，平等地参

与社区活动，增长他们的见识，提升他们的自信心，使得他

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共享社会资源。

3、创新服务活动

作为慧灵标杆，陕西慧灵精于服务的探索与研究，为了

更好的挖掘学员潜能激发能量，开展了“破茧成蝶、青春无

畏---心青年户外拓展训练营”主题活动，活动招募期智障

人士报名人数达到 22 人，家长 10 人。活动过程中，家长直

面孩子们的表现，看到很多孩子的另一面：勇于承担、团队

协作、动手力强、积极大胆、勇于表现等，其表现让很多家

长感动感恩，感动孩子的积极努力，感恩机构给予的平台。

项目活动设计中打破常规思想，突破智障二字，要求全

员参与活动中，遇到挑战的项目，家长、工作人员积极协调

配合，陪伴智障人士多次挑战与练习，最终全员挑战成功胜

利的那刻，家长是感动的，个案是欢呼的。就像慧灵集团孟

维娜总裁的说法：“服务的最高境界：分不清谁是不是智障

（心智）！

4、志愿服务活动

社会融合活动的开展，更多是宣传倡导，通过活动

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融入这个特殊群体，近距离了解智障

人士的生活状态，看到其身上积极、坚韧的品质，接纳、尊



重他们，大声的为他们发声。

（5）现场督导与监管

项目执行期间，项目总负责人、慧灵师训团分别为安康

慧灵、咸阳慧灵、商洛慧灵、洛南慧灵、北京慧灵、重庆慧

灵等 6 地开展现场督导及抽查项目执行情况，确保项目顺利

完成。为 25 个伙伴机构提供线上辅导，促进当地慧灵服务

标准化，提升员工服务能力专业化。

2021 年 99 公益日筹备期间，西安慧灵作为枢纽机构联

合全国 24 省 42 地慧灵服务中心参与 99 筹款动员大会，会

议中解读公益日规则、分享筹款策略及解疑答惑，让每个慧

灵人精准了解腾讯公益日的目标和规则。

四、项目决算表

科 目 内容 金 额（元） 备 注

项目服务成本 居家训练补贴 2232000

主要用于 248 名智障人士

生活技能训练及社区家庭活

动费用

机构运营成本 办公行政费 144083.63
用于机构人员工资补贴、员

工培训、项目督导差旅费及

日常行政开支等费用

管理费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管理费
97882.77 /

腾讯奖励金 工作经费奖励 77140.61 /

合计 2551107.01



五、取得成效

项目目标 完成情况 实施效果

为 248 名智障人士

提供社区住宿服

务，开展个人能力

提升、家务技能、

居家技能训练，提

升智障人士生活品

质。

完成 248 名智障人士居

家技能训练。直接受益

人 248 人。间接受益人

达到 600 人左右。项目

完成率达到 100%。包含

居家技能评量、个案登

记表、训练计划及训练

记录、个案总结、服务

照片展示及服务对象

身份信息等。

248 名智障人士不同程度上提升

了居家生活技能，以满足智障人

士日常生活所需，促进智障人士

自主生活。

开展各类社区融合活

动 880 次左右（42 个社

区家庭，平均每月开展

2 次社区家庭活动，1

次社区融合活动。

智障人士走出家门、融入社区，

共享社区资源

累计为 248 名智障人士

提供常态化住宿服务，

人均接受服务 200 天，

累计 49600 人次（每人

接受服务一天按照 1人

次计算）。

常态化的住宿服务，将社区家庭

打造成为智障人士生活的家园。

满足智障人士住宿需求和缓解家

长照顾压力。

开展居家技能评量

工具培训，服务人

员掌握使用方法

完成 25 名服务主管培

训

通过线上理论培训及日常线上辅

导实操使 25 名服务主管掌握评

量工具，并有能力督导家庭辅导

员开展服务。

开展现场辅导与交

流，促进各地机构

完成 6个伙伴机构现场

督导与交流、现场指导

接受督导的伙伴机构，从项目财

务管理、服务管理、个案评估等



服务经验分享，促

进弱小服务机构提

升服务能力和项目

执行效率

方面快速提升，有效提升项目管

理能力。

联合筹资工作坊暨

项目个案管理培训

线下参会 55 人；线上

日均 354 人看过，单

日 最高 453 人看过，

同时 在线最高 36

人 . 线上直 播累计

1000 余人观看。

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次培训采用

现场培训和线上直播两种方式同

时进行，线上线下实时参与培训

和互动。培训主题围绕“八双筷

子一个家”项目筹资、执行及个

案评估与 ISP 计划执行等内容

为

核心，以推动全国慧灵联合筹资

及项目执行落地。对于全国慧灵

筹资而言，亟需新的筹资方式和

筹资思维，为本次培训联合筹资

新思路开启了一条新路径。



六、项目监管

1、该项目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法律监管部进行项目监

督管理。

2、项目执行过程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该项目负责人

实时进行追踪检查，指导监督项目执行机构在互联网筹款平台按

时公开项目进展、阶段性财务披露、阶段性报告等内容。

3、项目完结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该项目负责人通过

微信、电话等方式进行项目回访，核查项目执行机构是否严格遵

循项目管理制度及项目方案执行项目，同时对项目受助人进行不

定期电话回访，确保真正通过该项目获益。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22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