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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善残疾儿童助养
2022 年宝鸡定西项目结项总结

一、项目目标

2022 年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主要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

等方面为残疾儿童和残疾人家庭子女提供全方位的帮助，促进其在个

人享有康复及教育的机会、同时从儿童康复教育资助、家长能力提升、

康复机构设施改造以及特教学校教学教育质量、社会共融等方面改善

与提高。

二、项目概况

（一）宝鸡地区

1.项目背景

宝鸡市地处陕西关中八百里秦川西部,截止 2020 年底全市辖 4

区 8 县，总面积 1.82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332.1853 万人。据第二

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公报数据测算，宝鸡市现有各类残疾人 22.1

万人，目前 0-18 岁持证残疾儿童近 2340 人，未持证的残疾儿童目前

还无具体统计数据。

2.项目执行方介绍

宝鸡星之家助残服务中心作为项目执行机构，该中心成立于

2018 年，其业务范围为开展扶残助残、残疾儿童潜能开发与训练等

活动，对残疾儿童家长和相关人员进行培训，组织开展社会工作服务、

公益项目评估等。承接政府及相关单位（如基金会）委托的各类社会

工作服务项目。2019 年被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评为集善残疾儿童

助养项目优秀执行机构，2020 年被宝鸡市民政局评为 4A 级社会组织。

3.项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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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项目在宝鸡地区围绕改善残疾人家居生活环境、提高生活

独立性、提高康复质量、改善教育质量、社会共融等五个领域开展工

作，项目实施约 261.0323 万元，年度受益人次 1698 人次。

通过本年度项目实施：

一是残疾儿童康复教育质量持续巩固提升的同时，家庭负担减轻。

本年度对宝鸡市妇幼保健院残疾儿童给予支持，使脑瘫儿童的异

常步态及动作得到部分矫正，总体发展趋近于正常；精细动作及大运

动得到改善，目前可持物站立，关节活动范围增大；发展迟缓儿童指

认生活常见物品范围扩大且准确率提高，语言模仿发音趋于准确。

90%以上的家长认为较 2022 年 8 月未相比，儿童从肢体运动、认知、

语言、生活自理能力等方面有较大改善。宝鸡智塔儿童启能成长中心

97%的儿童项目周期内月均出勤在 15 天以上，保证了康复训练时长，

为训练成效的提升奠定了基础。100%的家长通过评测数据了解了儿童

在认知、语言表达、语言理解、模仿、情感表达、社交互动方面均有

不同程度的发展，并且认可这一评测结果，干预有效率 95%以上，家

长满意率 90%以上；减轻了残疾儿童家庭的经济负担，保障了康复训

练的可持续性，进一步巩固了儿童的康复效果，得到了残疾儿童家属

的赞誉。

二是家校合力提能力，助力残疾儿童康教质效双提升。

项目通过开展特教教师及治疗师培训、家长培训。特教教师及康

复治疗师专业能力得到提升，掌握更新的大龄特殊儿童干预理论知识、

干预实操技巧和评估策略，更好服务于有需求的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为宝鸡市特教域康复领域培养了优秀的专业教师和康复师。通过聚焦

绘本课程与教学,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探索绘本教学与各学科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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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使用，助力全市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普通学校持续提高办学

水平，促进课堂教学与育人方式的变革，促进特殊儿童最大限度发展。

引导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特殊教育的良好氛围，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

发展。通过北医线上课程的培训，宝鸡市渭滨区南山幼儿园的特教教

师及治疗师们，获得了业务能力提升的机会，在心智障碍儿童的评估、

语言教学、感统训练、心理疏导用干预训练方面能够掌握新技巧和新

方法，提升心智障碍儿童康复教育质量。通过家长培训，90%以上的

残疾儿童家长学习掌握了两到三个家庭康复教育理念方法，并能在实

践中运用。有效改善残疾儿童家长的心理状况，树立正确的养育观念，

进一步提升家长对于残疾儿童康复教育的信心，有效促进和巩固残疾

儿童康复教育成效，逐步改善亲子关系和家庭氛围，促进残疾儿童全

面发展。

三是康复、特教机构设施捐赠夯实康复教育根基，融合活动促残

疾儿童社会融合有序推进。

通过特教学校设施捐赠项目的实施，大龄残疾儿童的职业培训课

程具备了开展的基础条件，扶风特校已将课程列入教学计划，每周 1

至 2 节的开课频率。通过实操课程的教学，大龄残疾儿童能够掌握面

包、蛋糕的基本做法，动手操作能力增强的同时，为将来拓宽就业渠

道做好铺垫，亦为弱势群体之间互帮互助提供了机会；学校建立了情

境互动教室并能正确使用体育体能训练设施设备，拓展了残疾儿童的

认知，体魄得到锻炼的同时体能获得提高，游戏中学习情绪得到释放，

为顺利融入社会打好基础。学校使用新的语言评估系统使残疾儿童的

语言训练方案制定依据更加充分，训练方案更具针对性，为其康复教

育质量提升和成果巩固创造了条件。膳食卫生保健系统的使用，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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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残疾儿童安全就学及生活提供监测依据，夯实了残疾儿童受教育的

基础。

康复设施设备的投入使用，使儿童及家长减少了治疗等待的时间，

康复中心各康复干预方式间的衔接也更加有序，丰富和增加了康复中

心的干预方法，以技术手段帮助康复机构有效开展康复服务，提供个

性化、针对性的康复训练方案，促进残疾儿童运动、语言、认知及社

会交往等各方面能力的综合提升，有效促进康复中心康复质量的提升。

融合活动项目的实施，使 500 名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家长、社

会大众增加了交流、沟通的机会，并且享受了融合运动带来的快乐，

进一步增强了残疾儿童的自信心。培养了 160 名普通儿童对于特殊儿

童的认知及接纳，让他们深入了解宝鸡的民俗风情、人文历史、本地

现代工业及农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同辈支持网络。社会大众对自

闭症儿童的认知更为准确，公众对于儿童的情绪、行为接纳度将更加

理解，态度友好。

详细项目执行情况及效果，详见各项目完结报告。

（二）定西地区

1.项目背景

定西市总面积 2.033 万平方公里，距省会兰州 98 公里，辖 1 区 6

县、119 个乡镇、2个街道办事处，常住人口 293.51 万人。据全国第

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定西市现有各类残疾人 22.78 万人，

占总人口的 7.73%，其中：79730 人实现稳定解决温饱，占 35%；

91120 人处于低收入状况，属基本解决温饱，占 40%；45560 人属特

困残疾人，占 20%； 11390 人属三无对象、占 5%；0-14 岁的残疾儿

童为 156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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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一年，依

据《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和《定西市“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定西市

残疾人发展重点为解决残疾人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保障残疾

人平等权利和各项权益，使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生活品质得到新改

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到 2025 年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相适应。

定西助养项目的实施在此背景下为当地政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

助力乡村振兴做好有效助力。

2.项目执行方介绍

定西市星之家助残服务中心成立于 2018 年 3 月，在定西市民政

局注册成立，业务主管单位为定西市残疾人联合会。其业务范围为开

展残障儿童潜能开发与训练，相关业务和知识技能培训；扶残助残社

会工作服务；政府及相关单位委托事项。2019 年被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评为“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优秀执行机构”，2020 年被定

西市民政局评为“4A 级社会组织”。

三、项目效果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以下简称中残基会儿

童助养项目）以“0-18 岁困难残疾儿童及残疾人家庭子女”为目标人群，

并积极配合政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围绕残疾人家庭生计

和家居改善、提高生活独立性、提高康复质量、改善教育质量、社会共融

五个方面开展帮扶救助。 2013 年至 2022 年 12 月为定西市投入资金 3208

余万元（含中残基会、省基金会，国际机构项目经费及工作经费），累计

直接受益残疾人家庭 4156 多户，受益 18162 人次，受益康教机构 1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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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国残基会儿童助养项目在定西地区围绕残疾人家庭生计改善、

提高生活独立性、提高康复质量、改善教育质量等四个领域开展工作，项

目实施资金 3083506 元，受益 156 户覆盖 1572 人次。有效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1）通过残疾人家庭修建牛羊圈项目的实施，使通渭县、渭源县、岷

县 100 户残疾人家庭具有了发展养殖造血创收的基础，圈舍面积的新增或

扩大，为扩大养殖规模创造了必备条件，为残疾人家庭实现稳定创收提供

了硬件保障，家庭生活质量获得逐步提升，儿童教育的发展获得空间。

（2）通过残疾儿童康复补贴项目的实施为定西市安定区 50 名残疾儿

童提供了康复训练补助，减轻了家庭经济压力。一方面，结合康复中心及

在训儿童的实际情况，训练半年来 92%以上家长能够具体描述儿童的正向

变化；88%的家长能够具体描述儿童里程碑式的能力提高过程；95%的家长

认为治疗师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另一方面助养项目康复补贴与当地政府残

疾儿童康复补贴相结合，扩大了受助儿童的年龄范围，使更多地原本享受

不到补贴的孩子拥有了康复训练的机会，填补了当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

度实施的空白。

（3）通过康复中心设施捐赠项目的实施，实现了肢体类儿童个训与多

人训练结合进行，在恢复儿童平衡功能、协调能力、控制能力、支配能力，

缓解全身痉挛状态，改善关节活动动度，增强肌力，达到中枢神经通路重

建功能。实现了孤独症儿童训练有据可依，训练从传统化迈向集约化，训

练场景及体验的不同不论是治疗师还是儿童均有不同感觉，在改善强度的

同时，丰富和增加康复中心的干预方法，实现了个性化、针对性的康复训

练方案，促进残疾儿童运动、语言、认知及社会交往等各方面能力的综合

提升，有效提升了定西地区一线康复机构的服务质量。

（4）通过特教学校设施捐赠项目的实施，特教学校将设备的使用与日

常教学相结合，在儿童音乐课程、感统课程及特殊儿童心理干预方面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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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夯实了儿童音乐感受、肢体协调、体适能能力发展、心理健康教育

等方面的教育基础，为特殊教育质量提升创造了条件。同时，生活设施的

迭代升级，降低了儿童跌床等不安全事件发生的几率，保障了儿童的人身

安全。

四、社会影响力

（一）媒体报道

项目执行过程中，我会及项目执行机构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

网站等媒体资源平台对项目的进展进行了宣传报道。

（二）项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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