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油追梦人公益项目年度总结
（2023 年）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我国现有肢体残疾人数约 2472 万，其中需要定制假肢

以及矫形器来帮助其恢复身体机能的患者较多。目前我国的

假肢矫形器资助项目通常采用大批量集中制作的模式，制作

模式以及假肢矫形器种类样式过于单一，不符合肢体残疾人

的实际需求，导致虽然肢体残疾人家中闲置的假肢矫形器较

多，造成了较多的资源浪费，但却没有一具可以很好地解决

他们的实际困难。

为了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

意见》要求，落实《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行动计划》精神，

让贫困肢体残疾人进行专业的假肢矫形器适配，从而具备生

活劳动能力，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开展了假肢矫形适配

救助项目。

（二）项目执行方介绍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执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作为我国残

疾人康复治疗领域权威医疗机构之一，其专家团队在国内相

关领域具有极高影响力。假肢矫形部技术团队成员均毕业于

国内外一流的专业院校，现有 ISPO 国际一级假肢矫形师 7

名，国家注册假肢矫形师 11 名，国家专利 20 余项，专业人



才储备以及专业能力为国内同行业最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骨科在项目执行过程

中与假肢矫形部合作密切，开展联合会诊，切实解决每一位

残疾人的实际困难。骨科王安庆主任从事骨科临床和教学工

作多年，擅长截肢与矫形等疾病治疗，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为

复杂残肢，需要手术修复处理的截肢者的假肢矫形器适配起

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项目目标

项目的实施，救助截肢者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利

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假肢矫形技术以及截肢者综合康复

资源优势，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假肢矫形适配救助项目

为抓手，以地方康复中心假肢矫形中心为平台，带动我国中

西部地区假肢矫形适配工作水平的提升，并培训一批专业技

术人员，从而促使基层残疾人能够得到更高水平的假肢适配

服务，让更多的肢体残疾人拥有更完整的人生。

（四）项目执行期

2022 年 7 月-2023 年 12 月

1.患者前期筛查



受助患者筛查标准:

a.受助患者应为 18 周岁以下的肢体残疾患者（截肢、

截瘫、神经肌肉病等）。

b.受助患者家庭经济条件应低于当地平均水平（或可提

供低保证、低收入证明的相关证明材料）。

c.受助患者需有装配假肢矫形器的需求，并能确保假肢

矫形器对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切实帮助。

d.受助患者需积极配合项目执行，遵守项目申请以及反

馈要求，按时递交相关材料，且近三年内未接受过相关项目

捐赠。

e.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为其制定救助实施方案，力求使

有限的资金覆盖更多受助患者的同时，患者个人也能够得到

最合适的救助方案以及最佳的救助效果。

本项目患者来源分为三部分：

（1）来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假肢矫形部就诊的肢体残疾

患者；



（2）来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骨科、脊髓损伤功能重建科、

脊髓 损伤康复科等临床科室就诊的肢体残疾患者；

（3）到地方残联或者康复机构就诊的肢体残疾患者；

以上三类患者，在相关工作人员初步了解其残疾状况以

及家庭经济状况后会告知其项目内容，在患者本人按要求提

交申请材料并审查合格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假肢矫形部会

对患者进行身体状况评估并指定救助方案，并上报到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立项审批。

2.项目救助

立项审批通过后，拨付项目执行款至项目执行机构中国

康复研究中心，项目执行单位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中约定

内容开展项目执行。

3.项目完结

项目执行完成后，按要求编制并提交《项目总结报告》，

包含项目名称、项目实施内容、项目资金决算表、项目受助

人名单、项目照片等内容，进行审核评估，并定期对项目开

展第三方审计。



二、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财务决算情况

项目编号 项目预算
受益

人数
执行地区 执行周期

P2022-001-ZKJZ 1,051,388.00 28 山东泰安 2022 年 7月-2022 年 9月

P2022-002-ZKJZ 853,080.00 28 河南洛阳 2022 年 7月-2022 年 10 月

P2022-009-ZKJZ 3,405,827.00 38
全国（含物

资）
2022 年 11 月-2023 年 5月

P2023-001-ZKJZ 809,677.00 21
山东枣庄

（含物资）
2023 年 11 月-2023 年 12 月

P2023-002-ZKJZ 328,000.00 11 湖北十堰 2023 年 10 月-2023 年 10 月

P2023-003-ZKJZ 377,520.00 13 四川南充 2023 年 10 月-2023 年 10 月

P2023-004-ZKJZ 238,700.00 9 湖北恩施 2023 年 9月-2023 年 9月

P2023-005-ZKJZ 635,908.00 7
山东泰安

（含物资）
2023 年 7月-2023 年 9月

P2023-006-ZKJZ 243,700.00 9 重庆彭水 2023 年 11 月-2023 年 12 月

P2023-007-ZKJZ 3,456,335.00 14
北京门诊

（含物资）
2023 年 7月-2023 年 10 月

*其中 P2022-009-ZKJZ 本年度支付费用为 3053227.00 元为企业物资捐赠，剩余

352600.00 元已于 2022 年支出；

其中 P2023-007-ZKJZ 本年度支付费用为 233600.00 元，剩余 3222735.00 为企业

物资捐赠，本年度未做资金出库支出；

（二）项目完成情况

1、项目阶段性目标达成情况



项目本年度在项目本年度在湖北、四川、重庆等地区开

展，累计公益支 8,284,256.87 元，包含上一年度项目立项

至本年度拨款及本年度项目拨款，共 140名残疾人从中受益，

按照平台要求完成相关项目进展及财务进展等信息披露；

2、给项目受益方带来的正面改善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为了解决青海、四川等地受助患者

无力承担食宿费用以及往返交通费用的问题，北京博爱医院

假肢矫形部特派技术人员去往当地进行治疗和装配，在顺利

完成装配任务的同时还在工作过程中将先进的专业技术和

理论知识带到边远地区，为当地假肢矫形专业的发展提供帮

助。并在后期工作中与当地相关技术部门进行了更多的沟通

和交流，逐步形成固定的技术帮扶模式。在资助、帮助贫困

残疾人的同时，更为全国相关技术能力的提升贡献力量，这

使得本期项目的成果更加立体和全面。

3、联动社会资源方面完成情况

项目积极与地方残联、省康复中心、企业和政府部门建

立合作关系，形成了广泛的公益联盟。通过合作，不仅为残

疾人提供了更多的帮助和支持，也扩大了项目的影响力和覆

盖范围。

4、项目宣传成果方面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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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目风险防范与监督检查

为保障项目规范实施，项目严格按照我会项目管理制度

履行各项报批程序；我部定期对执行机构项目执行情况进行

跟踪了解，及时按协议约定拨付项目款，对执行机构项目款

使用情况予以监督，确保项目款使用方向、序时进度符合要

求。

我会要求项目执行机构严格依照项目实施方案和协议

约定开展项目，并要求项目执行机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定期

开展跟踪回访等工作，如发现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或偏

差，及时向我会汇报，及时协调解决，以保证项目执行效果。

根据我会相关项目管理要求，我会要求项目执行机构在

项目执行全过程中随时接受我部及监管部门监督。

三、问题与困难

（一）存在的问题：1.资源整合的规模还可继续扩大；

2.项目反馈增强与捐赠人的联系。

（二）解决方案：1. 资源整合方面：主要通过对相关

企业进行宣传，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对各地方合作支持单位以

及受助人和家属进行宣传等方式来推广项目，也在项目执行

过程中力图找到合适的宣传案例，最终得到了爱心企业的物

资捐赠，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项目的知名度。2.项目反馈

方面：在现有反馈体系基础上，将探索更多元化的捐赠人反

馈内容及方式，充分利用支付宝平台蚂蚁链反馈工具，按时



将项目反馈精准推送给捐赠人，并逐步挖掘和触达潜在捐赠

群体。抓住项目相关的重要时间节点，尝试更多重点月捐用

户的反馈形式，提升捐赠人服务。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下一步工作

项目将继续按照项目执行方案完成受助患者假肢适配，

在项目周期内完成本期项目的执行工作。

项目结项后及时形成《项目结项报告》并收集整理相关

材料，及时在平台及对我部进行反馈。

（二）预期目标与成果

通过本次项目的帮助，预计将显著提高受助残疾人的行

走能力、站立能力、姿势管理能力等，并可有效改善受助人

的心理状态，为其更好的回归生活，或者融入学校提供帮助。

对于经评估需多次治疗的患者，也会为其制定未来几年的康

复计划，力争达到更佳的康复治疗效果。

在项目下一步执行过程中，将加强项目管理和协调方面，

以确保各项任务能够高效有序地完成；加大资金筹集力度，

以满足项目持续推进的需求；此外，在宣传和推广方面进一

步提升，以提高项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