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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来，累计募集使用善款
逾60亿元，惠及少年儿童近5100
万人次。这是 10 月 11 日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 （简称中国儿基
会） 建会40周年成就展上披露的
一组数据。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国
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少年儿
童的茁壮成长，是全党全社会共
同的心愿。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于1981年成立，是新中国第一家
公募基金会。

40 年来，中国儿基会竭诚服
务于儿童健康成长，培育打造了

“春蕾计划”等一批具有广泛影响
力的慈善项目，在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增强少年儿童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促进家庭幸福安康、
弘扬社会文明新风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

“春蕾”，成就女童梦想

曾经，因为当地“女不读书”
的旧习，上学对凤桂鲜而言似乎是
一个遥远的梦。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凤
桂鲜的家乡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
族自治县白云乡，中国儿基会资助
了首个红瑶女童班。在“春蕾计
划”的帮助下，她幸运地成为了全
村有史以来第一批上学的女孩子。

多年后，凤桂鲜回到家乡，成
为了全县第一位红瑶女教师。凤桂
鲜的同学们也陆续成为当地红瑶历
史上的第一位女医生、女军人、女
企业家……

受益于“春蕾计划”的，不仅
是凤桂鲜。

30多年前，失辍学问题困扰
着我国贫困地区，而失辍学儿童中
女童占2/3。为帮助贫困女童重返
校园，1989年，在全国妇联领导
下，中国儿基会发起了“春蕾计
划”。

“春蕾计划”累计募集使用善
款23亿元，资助春蕾女童386万
人次，成为新中国历史上资助范围
最广、受益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
长的女童公益助学行动。

32年间，春蕾花开绽放，硕
果丰实。一批批春蕾女童求学圆
梦、成长成才，在不同岗位上演绎
出彩人生，用知识服务家乡、服务
社会。

“感谢‘春蕾计划’，改变了我
们的命运，让我们这些大山深处的
孩子，也看到了精彩的世界。”曾
经的春蕾女童、现已成为四川凉山
基层干部的王福美说。

爱心托起梦想，春风温暖心
间。随着时代发展，“春蕾计划”
的内涵与形式也在不断深化创新：
从女童助学到实用技术培训，从守
护女童安全到青春期教育、留守女
童关爱……2019 年“春蕾计划”

实施30周年之际，“春蕾计划”升级
版“春蕾计划——梦想未来”行动启
动，开启了新的征程。

“春蕾计划——梦想未来”行动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开展
以女童助学为重点的求学圆梦行
动、以女童研学为载体的社会实践
行动、以女童保护为重点的安全健
康行动、以女童结对帮扶为形式的
牵手成长行动等，促进春蕾女童健
康成长、全面发展。

爱心，共筑幸福安康

含苞的花朵，有了阳光的照耀和
雨露的滋养，才能绚烂绽放；美好的
童年，沐浴在党的关怀和社会大家庭
的温暖中，将更加多姿多彩。一直以
来，中国儿基会把儿童安全与健康作
为自己的重要服务内容。

“志愿者哥哥姐姐们来村里，和
我们一起做手工，我和朋友们可开心
了，他们为我们的暑假生活带来了阳
光和快乐。”湖南邵东11岁的谢佳柔
说。往年的暑假，留守在家的小佳
柔，身边只有奶奶的陪伴和照顾。

2019年 7月，由全国妇联、教
育部、民政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
室、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中国儿基
会等单位承办的“守护童年”大学生
暑期关爱行动启动。

此后的每个寒暑假，大批假期返
乡的大学生志愿者，都会为家乡留守
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传授家庭教
育知识，帮助解决假期监护、身心安
全等突出问题，同时丰富孩子们的文
化生活，陪伴他们度过一个个健康、
安全、愉快的假期。

不仅是寒暑期，不仅是留守儿

童。本着为广大儿童解决急难愁盼问
题的原则，儿基会采用多元化发展模
式，除儿童教育以外，拓展了儿童健
康与救助、儿童安全与救援、留守及
困境儿童关爱等在内的多个服务领
域，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沐浴在爱的阳
光下：

——“儿童安全教育工程”帮助
孩子们树立安全意识、强化安全应急
技能，有效减少意外伤害，截至目前
已在30个省区市捐建儿童安全体验
教室 308 间、儿童安全体验中心 5
所，惠及数百万名儿童。

——“消除婴幼儿贫血行动”通
过发放营养包（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
品）和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提高家长
科学喂养知识水平，惠及10个省区
市100余万名婴幼儿。

——捐建1400余所“儿童快乐
家园”、2500多个图书馆和图书角，
为困难家庭儿童赠送图书1409万套
（册），为80余万名留守、流动儿童
提供托管陪护、游戏娱乐、家庭教育
指导、心理咨询等综合服务。

除日常性救助外，面对重大自然
灾害，中国儿基会也多次紧急动员社
会各界为灾区儿童营造安全健康的成
长环境。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
后，发起“安康家园”项目，集中安
置照料672名地震孤困儿童；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为湖北疫区的
孕产妈妈、婴幼儿及全省集中抚养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儿童、
医务人员子女提供防疫物资和营养保
障，为19.6万名少年儿童及家庭提供
救助和服务；在不久前的河南防汛救
灾中，紧急筹集款物6100余万元，
惠及灾区40余万儿童及家庭……

与此同时，中国儿基会还着眼
广大儿童的多方位需求，通过开展
形式丰富的公益项目，努力引导激
励少年儿童强健体魄、塑造人格、
磨炼意志，不断培养造就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携手，托起美好未来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照
亮银河。社会各界的爱心奉献，汇聚
起了中国儿基会发展的磅礴力量。

10月11日，在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建会40周年成就展上，一个个
温暖人心的故事生动诠释了真诚助
人、不求回报的慈善真谛。

40年来，从部队广大官兵到普
通百姓，从学龄前儿童到耄耋老
人，从务工者到企业家，从港澳台
同胞到国际友朋……目前已有累计
超过8000家企业向中国儿基会捐赠
款物。在“互联网+公益”时代，
更有数以千万计的公众通过网络奉
献爱心。

公益的征程永无止境，善行的力
量永不枯竭。

10月11日，全国妇联在京召开
“春蕾计划——梦想未来”行动提升
推进工作会议。提升推进工作计划在
今后 5年内助学资助 50万名女童，
并通过“一对一”陪伴等多种形式服
务2500万名女童，逐步形成女童教
育、安全、健康及亲情关爱等多方位
资助服务体系。

这是一个宏大的慈善新手笔。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相信中国儿基会
将与众多的热心公众携手同行，用爱
托起少年儿童更加美好的明天！

用爱，放飞孩子们的希望与梦想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建会40周年综述

本报记者 舒 迪

“我有信心带领大家把北桥头村
重新建起来，请村民们放心。”洪水
退却后，满地狼藉令人揪心，连日来
的奔波忙碌，山西省孝义市大孝堡镇
北桥头村党支部书记李小斌声音沙
哑。他清楚地知道，眼下最主要的是
鼓励村民积极投入灾后重建。

北桥头村地处文峪河、磁窑河及
汾河三河交汇处，是此次汛情受灾最
严重的村庄之一。连日来，三晋大地
上汇聚起抗洪救灾的磅礴力量。随着
洪水渐渐退去，恢复重建家园的“攻
坚战”已经打响。

“目前，全省累计实施临时救助
受灾困难群众46480人，发放救助
资金2809.9万元。”记者10月15日
从山西省民政厅获悉，保障受灾群众
基本生活被摆在当前救助工作的首要
位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0月13
日20时，已有44家机构宣布或已完

成捐赠款物总金额超8.95亿元；山
西省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已接收大额
捐赠资金3.68亿元，价值约1.02亿
余元的御寒衣被等急需物资正陆续划
拨受灾地区，重点用于受灾群众基本
生活保障。

同风雨，共“晋”退。连日来，
四面八方的救援队、志愿者和源源不
断的救援物资，诠释着守望相助、同
舟共济的中国精神。

在稷山县滨河广场，200多名妇
女组成“阿姨团”，搭棚支锅，为救
援抢险人员供应热饭热菜；听说山西
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河南省卫辉市的
李保民，毫不犹豫捐出自家种植的6
万多斤白菜和萝卜；坐飞机、转高
铁，乌鲁木齐小伙儿安斌辗转2700
多公里到达山西临汾，成为一名防汛
志愿者……

点滴爱心汇聚成强大合力的同

时，众多爱心企业和公益机构也纷纷行
动，支援山西，为灾区提供过渡急需的
粮食、饮用水和冲锋衣、棉被、消毒液
等救援物资，助力当地受灾群众尽快恢
复生产生活秩序。

记者了解到，10月15日，中国扶
贫基金会人道救援网络伙伴青岛“山
海情”志愿救援联盟仍在汾阳市贾家
庄镇古浮图村继续进行排水作业，以
缓解周边村因排水造成村子二次进水
的隐患。同时还帮助村民加快抢收几
千亩高粱。

随着灾情消退，灾后重建开始提
上日程。山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日
前发布消息，由共青团山西省委、山
西省少工委、山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等相关社团组织，共同开启“及时
雨应急救助平台”灾后重建捐款通道
及“三晋文明守望专项基金”灾后重
建筹款通道。

与此同时，山西省民政厅发布
“关于引导慈善、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等
社会力量依法有序参与灾后重建工作的倡
议”。山西省民政厅慈善和社会工作处处
长沈边红表示，此举为鼓励引导社会力量
发挥各自优势，面向灾区困难群众持续开
展扶危济困、心理疏导、家庭支持、资源
链接、社会关系修复等精准服务。

守望相助 携手共“晋”
——爱心力量支援山西受灾地区恢复重建

本报记者 赵莹莹

本报讯（记者 顾磊）首届中国
无障碍法治环境保障论坛日前在武
汉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残疾人事
业发展研究会无障碍环境研究专业
委员会、武汉理工大学中国残疾人
事业发展研究基地等联合主办。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无障碍
改造工作。截至 2020 年，1753 个
市、县开展了无障碍建设，全国村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中有81.05%的出
入口、56.8%的服务柜台、38.66%的
厕所进行了无障碍建设的改造。

本次论坛旨在推进我国无障碍
环境系统化法治化建设，交流分享
我国无障碍法治环境建设的成效经
验、剖析困难问题与谋划推进路径；
研讨探求无障碍法治环境建设的目
标、路径和方法；寻求提高无障碍法
治环境治理能力的科学体系与长效
机制，以此推动保障全无障碍环境
的立法进程、法规政策标准制定和

效能转化，切实保障无障碍实现法治
善治环境，提升无障碍法治环境治理
能力和服务能力现代化。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中
国残联副主席吕世明在论坛上强调，推
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进程是保障全
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的应有之义，“无障碍的人文环境需
要法治环境的营造，只有法治环境才能
保障无障碍环境的系统性、安全性、便
利性、适用性，才能形成无障碍高质量
态势，方能彰显大美无障‘爱’。”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表示，进一步
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首先要建设好
无障碍法治环境，而法治环境的建设
离不开法治体系建设，“在‘十四五’时
期，要继续加快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实践，共建共享更加幸福美好的
生活。”周洪宇说。

无障碍法治环境保障论坛在武汉举行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由中
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陕西省委
网信办主办，2021年国家网络安
全宣传周青少年网络保护论坛日前
在西安举行。论坛上，“未成年人
保护公益课全国授权平台”网站正
式上线。

此次论坛以“完善依法治网体
系 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
题，与会嘉宾围绕预防未成年人网
络犯罪、建设未成年人友好型网络
空间、以网络法治建设为引领构建
清朗网络空间等主题，从理论和实
践层面进行了分享。论坛举办方还
发布了 《2021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发展报告》。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
合会会长任贤良强调，青少年网
络信息安全、网络虚拟世界对青
少年的影响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
的热点问题。他表示，下一步要

织密法律之网，强化法治之力，多
方联动守护，共建安全屏障；要加
强教育引导，筑牢思想防线，为有
效维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清朗网
络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杭元祥提出，要落实好未成
年人保护法，构建多元共治的保护体
系，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呵护青
少年健康成长；要为青少年提供健康
优质的网络内容，守护青少年的“数
字未来”；要教育青少年正确对待网
络、学会规避风险和预防沉迷，增强
他们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网
络的意识和能力。

此次上线的“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课
全国授权平台”采取公益捐赠的模式，
多方携手推出适合互联网传播的未成
年人公益课程,旨在呼吁社会各界、整
合优势资源、凝聚各方力量,建立跨部
门、跨行业协作机制,组织全国力量共
同参与开发未成年人保护课程。

“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课全国授权平台”上线

本报讯（记者 舒迪）10月 13
日上午，中国扶贫基金会和由爱心
企业荷兰皇家菲仕兰联合主办、广
州市家庭服务联合会承办的“爱心
月嫂”广州项目启动。自此，“爱心月
嫂”项目将通过北京和广州两个中
心辐射全国，形成南北呼应的协同
共振，帮助全国更多地区的农村妇
女摆脱困境，为粤港澳大湾区、为全
国输送专业家政服务人才，进一步
助推乡村振兴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爱心月嫂”项目由中国扶贫基
金会和荷兰皇家菲仕兰于2016年
联合发起，旨在帮助欠发达地区的
零基础妇女掌握专业母婴护理技
能，既扶助困境妇女和家庭通过劳
动致富，又为城市家庭和妈妈提供
产后、育儿支持。项目至今已经培训
2000余名妇女成为专业的月嫂和
育儿嫂，实现100%安置就业，上岗
后月收入增加3倍左右，显著改善
学员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

为了扩大帮扶范围，给粤港澳
大湾区持续输送高质量的家政服务
人才，构建农村女性“精准帮扶+职

业技能教育+持续网络支持”的乡村
振兴链条，中国扶贫基金会与荷兰皇
家菲仕兰、广州家庭服务联合会达成
合作，共同开发了专门针对“爱心月
嫂”项目的培训课程体系，首期将把来
自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南方省份
的200名妇女培训成为有专业技能、
职业素养和爱心的“爱心月嫂”。

项目将重点面向广东及其周边省
份欠发达地区20~50岁的妇女招募
学员，通过面试后，学员将在培训基地
参加为期14天的免费培训，内容涉及
基础家政、产后恢复、新生儿护理、科
学育儿等。学员毕业并取得技能合格
证书后，被推荐到月子中心或优秀家
政公司上岗。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丁亚冬
表示，家政服务行业是农村富余劳动
力就业尤其是女性就业的重要渠道，
期待“爱心月嫂”项目在广州新的落地
实践能够吸纳更多脱贫人口和低收入
人口就地就近就业，让更多项目受益
人通过免费的技能培训掌握一技之
长，实现收入增长，摆脱困境，获得尊
重，最终促进乡村振兴与发展。

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菲仕兰——

“爱心月嫂”广州项目启动

10月14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到来之际，河南省新郑市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联谊会爱心志愿者集中开展进社区献爱心公益活动，弘扬爱老敬老的优良传
统，营造尊老、爱老、助老的社会氛围。图为新郑市新华路张玉庄社区，爱心志愿
者一起为社区老人包饺子，表达对长辈的孝敬之情。 王有强 李梦珂 摄

爱老敬老献爱心爱老敬老献爱心

绿舟救援队在临汾市洪洞县北垣
村进行灾情调研。

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春蕾女童放飞纸飞机春蕾女童放飞纸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