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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2024年度工作总结

和 2025 年度主要工作安排

2024 年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 40 周年，全体员

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

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在中国残联党组的

领导和中国残联各部厅、各直属单位的支持下，基金会第五

届理事会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体成员，聚焦残疾人需

求，服务残疾人、服务残疾人事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入开展“集善工程”助残公益

项目。2024 年度基金会总收入 4.07 亿元，其中：捐赠收入

3.82 亿元。公益事业支出 2.98 亿元，占上一年总收入的

80.69%。管理费用支出1684.83万元，占本年总支出的5.34%。

各项任务指标均符合《慈善法》和《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

圆满完成全年任务目标。现将全年重点工作总结如下：

一、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政治功能和

组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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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积极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

教育活动。

基金会党支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始终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

者。根据中国残联直属机关党委的统一部署，积极落实基金

会党纪学习教育的工作安排；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7·9"重要讲话精神，开展贯彻落实情况“回头看”工作。

（二）加强党支部建设，重视党员教育。

积极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严格落实党的组织

生活各项制度，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参加残联专

题读书班，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过政治生日、双

周集体学习、青年理论小组学习、微党课、线上培训等方式

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抓牢抓实“关键少数”和年轻干

部理论学习；建立党建活动室，通过基金会公众号、网站、

内部办公网络、橱窗展示等多渠道进行宣传教育，多次赴红

色资源教育基地参观学习。2024 年召开党员大会 5 次，支委

会 17 次，理论学习中心组会 12 次，讲党课 4 次。

（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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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员日常监督和党风廉政教育，严格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加强日常管理监督，持之以恒纠治

“四风”，切实加强作风建设，营造我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

（四）坚持党建带群建，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和组织文化

建设。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助残公益价值，传承基金会优

良传统。工青妇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广泛开展三八节妇女插

花活动、健步走等职工文体活动，持续推广工间操，完善职

工之家设施，促进形成身心健康、活力高效的工作团队。

二、加强内部管理与治理，不断提高机构公信力

（一）推动理事会、监事会、专家委员会深度参与基金

会治理。

组织召开五届五次、六次理事会，审议工作报告、财务

报告、重大业务活动计划及制度修定等重要内容。组织理事、

监事庆祝基金会成立 40 周年，并开展座谈。邀请理事、监

事参与助残日公益宣传和基层项目调研活动，组织专家指导

委员会成员参与集善沙龙授课、项目论证，充分发挥理事、

监事和专家参与基金会治理与指导作用。

（二）统筹发展与安全，提升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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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以评促建”为目标，完成社会组织迎评工作，获

评 4A 级全国性社会组织，为基金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

础。加强项目安全管理，全年通过现场调研、电话回访、查

阅资料等方式对 21 个公益项目完成项目调研，委托会计师

事务所对“集善扶困健康行·精神救助”项目和“听力重

建 ·启聪行动”进行专项审计，建立项目整改台账。加强

文件办理质量，优化审批流程，完成项目档案归档。做好安

全生产、保密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的常态化防范，完善安全

管理制度，全年做到零事故。做好信息披露，加强舆情风险

管控，提升我会公信力。实施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启动员

工职级评审。重视职工培训，组织参加慈善行业学习活动及

网络培训，通过集善大讲堂组织开展 16 次线上线下全员慈

善业务知识培训。完成办公楼院内、院外暖气管道更换，为

职工提供安全、舒适办公环境。

（三）做好资金和资产管理工作。

加强项目预算执行，有效控制资金安全支出；按时提交

年度报告和审计报告，准确编制财务预决算和年度财务报告；

提高核算工作质量，加强资金账户监督，努力平衡资金保值

增值需求；推动审计整改工作。加强资产管理，监督并指导

下属企业日常运营；动态更新固定资产台账，进行库房清理

和资产处置。



5

三、圆满完成年度任务目标，为更多的残疾人谋福祉

（一）全力做好筹资和公益项目执行。

我会围绕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以“集善工程”七大

行动为核心开展助残公益项目，发挥品牌优势，为残疾人康

复、教育、就业、文化艺术、体育活动、无障碍改造等方面

提供款物支持，赋能助残机构建设，改善残疾人生活，促进

残疾人自立。例如，“启明行动”筹集 1412 万元资金，为

全国 9000 名眼疾患者提供资助，通过手术帮助视力残疾人

恢复光明。“助听行动”筹集 1 亿余元款物，为 4600 余名

听力残疾人提供助听器、人工耳蜗等辅听设备，资助康复训

练经费，帮助听力残疾人回归有声世界。“助行行动”筹集

2500 余万元款物，为 1.2 万余名肢体残疾人提供轮椅、假肢、

康复机器人等辅助器具，资助康复训练，帮助恢复身体机能，

便利出行，更好的融入社会。“助学行动”筹集 4000 余万

元款物，为 1.35 万名残疾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教育补贴

和就业指导，实现赋能增收。“助困行动”筹集 4000 余万

元款物，为 14.5 万余名困难残疾人和百余家残疾人服务机

构提供资助，为他们提供康复救助、生活物资、家庭无障碍

改造、社区支持和个性化康复指导等，改善残疾人和残疾人

家庭的生活质量，提升幸福感。“文化助残行动”筹集 117

万余元款物，提供图书、艺术培训等，不断丰富残疾人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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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世界。

基金会主动参与定点帮扶、援疆援藏和国家乡村振兴结

对帮扶。2024 年资助中国残联结对帮扶河北省南皮县 220 余

万元款物；资助民政部安排的四川阿坝县、广西田林县、内

蒙古商都县 22.8 万余元款物；资助新疆自治区和兵团 363.7

万元款物，资助西藏 20.4 万元款物，帮助当地残疾人进行

康复训练和辅具配置，提供生活物资，改善残疾人家庭生活

条件。

（二）不断拓展新捐赠资源，持续做好捐赠维护和网络

筹款。

受经济大环境影响，筹资难度越来越大，经全会努力开

拓，在持续做好明门、蚂蚁公益基金会、如新、LG、衣恋、

三菱、国家电网、美丽魔方、正保等长期捐赠维护的同时，

不断开拓，新增网易、全球赠与基金会、山西坤龙煤业、鲁

南眼科医院、vivo、广州清晰医疗器械、博音（上海）听力、

北京鸿信华通科技、湖南健耳听力、长沙优龙机器人等捐赠

方，捐赠现金物资共计超过 1.4 亿元。

制定年度联合劝募计划，大力开展网络筹款。在“超级

公益日”助残专场活动得到 379.18 万人次爱心网友的支持，

筹款总额 3964.27 万元。在“久久公益节”活动获得 14.8

万人次爱心网友的支持，筹款总额 1599.6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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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重启申报“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

目”，审批通过获得 80 万财政项目经费支持，项目正顺利

推进。

（三）丰富业务内涵，助力全国助残公益生态建设。

我会继续发挥在全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引领作用，与

各地方基金会以及助残组织携手共进。通过举办线下培训，

为各地骨干人员提供筹款、传播实践指导；开展网络筹款专

题交流学习会，提升全国助残组织的互联网筹款能力；面向

全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科技助残”、“孤独症与特殊教

育”“阳光慈善与新修改慈善法”等主题开展 5 次集善沙龙，

引导从业人员深入了解残疾群体需求，倡导依法依规开展慈

善活动，加强行业自律。

与南开大学合作完成《助残社会组织发展状况调研报

告》，调查、探讨我国助残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以及残障公

益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发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枢纽、带动作用，为制定中长期助残公益战略规划提供参

考。

四、加强助残理念和成果宣传，提升公众对残疾人的理

解和关爱

（一）开展 40 周年纪念活动，传递基金会理念与成果。

今年是基金会成立 40 周年，中国残联领导班子与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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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全体员工座谈，以成立 40 周年为契机，重温奋斗历程，

总结历史经验，弘扬优良传统，接续推进基金会建设和发展。

更新展室内容，全面展示基金会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和服务残

疾人事业、服务残疾人的成果；发行《〈三月风〉增刊纪念

册》、制作 40 周年宣传片等多种形式，重点呈现基金会近

十年来的助残成果。

（二）加强公益品牌塑造和策略性传播，大幅提升社会

关注度。

制定年度宣传计划，全年共举办传播活动 30 次，邀请

接待媒体 60 余人次，新闻报道 100 余篇。官方微信公众号

推送 209 条信息，官方视频平台发布 26 条视频内容，微博

平台发布动态 98 条，全平台累计阅读量 30 万人次，大幅提

升了我会的社会关注度。在 2024 慈善大典上，我会荣获“年

度榜样基金会”称号，加油追梦人·假肢矫形适配救助项目

荣获“年度慈善项目”称号，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荣

获“年度慈善榜样”称号。在凤凰网行动者联盟 2024 公益

盛典上，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获评“乡村振兴行动奖”，

“最美白茶”项目获评“年度十大公益创意”。积极探索新

媒体运营新路径，携手知名时尚生活杂志《瑞丽服饰美容》

发起“了不起的妈妈”主题活动。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举办“集善益块走”——2024 年全国助残日公益徒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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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近 800 名社会公众与残疾人朋友共同完成 10 公里徒步

挑战。继续开展志愿者招募与管理工作，扩大我会志愿者队

伍，推广传播助残理念。

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讲好中国助残故事

全年完成了港澳项目研商和澳大利亚耳蜗项目交流两

个出访任务，与捐赠方沟通项目进展与成效，商谈未来合作

事宜；赴澳门扶康会、香港心理卫生会、圣雅各福群会、悉

尼残疾人展能协会等机构了解弱势群体就业培训、困境儿童

康复与帮扶、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情况，探讨未来合作意向。

继续拓展与境外公司和机构的合作，与瑞士聆听世界基

金会合作开展小儿听力培训项目，与香港嘉道理基金会合作

推进“残疾人可持续就业及社会融合项目”，与澳门基金会

合作开展集善卫浴无障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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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主要工作安排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基金会全面

发展的重要节点。主要工作思路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

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党建引领基金会发展，加

强自身建设，紧密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和残疾人事业发展大局，

深入开展“集善工程”助残公益项目，积极发挥基金会在助

残公益中的引领作用，积极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为新时代残

疾人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025 年度主要工作重点：

一、强化党建引领，深化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落实党建主体责任，提高党建质量，履行“一岗双责”，

充分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做好群团统战工作，教育管理党员，

引领服务群众，推动事业发展。

二、强化内部管理，提升基金会治理能力。

重点做好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与各地方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其他助残社会组织在公益项目策划执行、党建及业务交

流等方面的合作；优化理事会治理模式，充分发挥理事作用。

三、加强业务建设，提升集善公益品牌影响力。

按照慈善法要求，公益事业支出目标不低于 2.93 亿元。

做好结对帮扶任务；结合残疾人的实际需求，不断深化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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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善项目品牌；继续加强公益项目监督管理。

四、加强财务管理，保障资金使用规范安全

持续推动预算管理，完善相关财务制度，加强信息披露，

做好保值增值。

五、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公众影响力。

持续开展传播专项培训，逐步搭建品牌建设与交流学习

平台，践行基金会在全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