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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5日是第六个全国残疾预
防日，主题为“普及残疾预防知识，
建设健康中国”。8月23日，国务院
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在京召开全国残疾
预防工作推进会，国务院残工委副主
任、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强调要下大
力气做好残疾预防工作，努力减少残
疾的发生，减轻残疾带来的痛苦，帮
助残疾人和家庭解决困难。

8月 24日，中国残联召开媒体
吹风会，复盘“十三五”时期残疾预
防取得的成就，对此前发布的《国家
残疾预防行动计划 （2021- 2025
年）》（简称《行动计划》）进行解
读，并介绍了目前各地贯彻行动计划
的新动向。

“十三五”期间4330万（人
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

“十三五”时期，国务院办公厅
印 发 《国 家 残 疾 预 防 行 动 计 划
（2016-2020年）》，各地各部门抓
好贯彻实施，全面完成行动计划提出
的目标任务，在残疾预防上取得新的
历史性成就。

首先，全人群全生命周期预防措
施扎实落实，主要致残风险得到有效
控制。例如，建立实施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制度，推进残疾人精准康复服
务，4330万 （人次）残疾人得到基
本康复服务，1252.8 万残疾人得到
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
覆盖率和辅助器具适配率均超过
80%。

其次，残疾预防工作机制进一步
健全，保障政策措施更趋完善。国务
院残工委成立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17个部门组成的残疾预
防工作协调小组，组建全国残疾预防
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咨询委员会；各省
（区、市）进一步健全政府主导、多
部门协调联动、社会广泛参与的残疾
预防工作机制，等等。

再次，残疾预防宣传教育不断加
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提升。
2017年6月，国务院批准将每年8月
25日设立为“残疾预防日”；多个部

门联合开展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
动，编印《残疾预防核心知识系列丛
书》；各中央媒体、电信运营企业等
对宣传教育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各地
积极创新形式，宣传残疾预防取得良
好效果。

与此同时，伴随生产生活方式、
人口结构、疾病谱等迅速变化，我国
残疾预防仍面临不少困难、挑战，主
要表现在：致残因素复杂变化，残疾
发生风险仍然较高。此外全民健康素
养有待提高、基层专业技术资源匮乏
等还制约残疾预防工作进一步提升
质量。

《行动计划》的四大创新

《行动计划》立足我国残疾预防
发展实际，对进一步加强残疾预防，
有效减少和控制残疾发生、发展，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
部署。

《行动计划》强调实施覆盖全人
群全生命周期的残疾预防三级防控策
略，针对各类主要致残因素和残疾预
防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设计、部署
了残疾预防具体任务、措施。

“《行动计划》着力创新发展体
现在4个方面。”中国残联康复部主
任胡向阳介绍说。

一是进一步完善全方位防控举
措，提升残疾预防整体水平。新增

“婚前医学检查率”“接触职业病危害
的劳动者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率”
等14项任务指标，提高了“产前筛
查率”“高血压、2型糖尿病患者基
层规范管理服务率”“残疾人基本康
复服务覆盖率”等8项任务目标的指
标值。

二是进一步突出人人尽责、共建
共享，发挥好每个人在残疾预防中的
主体作用，到2025年，重点人群残
疾预防知识普及率达80%以上。

三是进一步突出对“一老一小”
和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服务。在主要
任务指标和具体行动中，提出了新举
措和新要求。例如，将“65岁以上
失能老年人健康服务率”“公共建筑

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列入任务指标；
又如提出“建立筛查、诊断、康复救
助衔接机制，不断提升儿童致残性疾
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康复
能力和效果”“完善居家、社区、机
构相衔接的专业化长期照护服务体
系，改善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质
量”等。

四是进一步突出贯彻新发展理
念，推进残疾预防工作高质量发展。
今后，残疾预防方面的科技创新将得
到更多支持，康复人才培养、基层卫
生服务网络建设等方面也将得到
加强。

各地积极认真贯彻落实

“截至目前，已有26个省 （区、
市） 印发本地残疾预防行动计划。”
胡向阳透露说：“各地在认真贯彻落
实《行动计划》基础上，立足实际，
积极创新，充实本地行动计划任务指
标，丰富相关工作举措。”

记者获悉，北京市新增了“0-
6岁儿童残疾筛查率”“社会心理服
务站建设”“幼儿和学龄儿童安全事
故发生起数”等11项工作指标，天
津市也有新增。河北、湖南、浙江
等地提出了“强化电动自行车综合
治理”“2025 年每县至少建设一所
康复中心，力争每县有 1所县级医
疗机构承接残疾儿童康复服务，逐
步提升基层康复服务能力和水平”
等新举措。

目前，国务院残工委办公室调
整成立由中央宣传部、发展改革
委、教育部等19个相关部门联络员
组成的残疾预防工作协调小组。组
建国家残疾预防专家咨询委员会，
为 《行动计划》 实施提供技术支
持。通过自愿申报、专家评审、社
会公示，选择、确定浙江省、北京
市西城区等11个地区为全国残疾预
防重点联系地区。

“残疾预防是一项事关全民福祉
的社会系统工程。增强全社会残疾预
防意识，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尽
责。”胡向阳说：“让我们携手并肩，

传播知识，传递爱心，为有效减少、控
制残疾的发生、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作出积极贡献。”

解读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

残疾预防是需人人参与的社会系统工程
本报记者 顾磊

去年12月，67岁的长乐坪镇洞
口村村民张武（化名）在使用微耕机
耕种过程中意外受伤，经湖北省五峰
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抢救，因左腿
重伤急需转院进行二次手术,后续近
10万元的治疗费用令这个低收入家
庭一筹莫展。

张武受伤后，民政专干胡学翠第
一时间前往了解情况，协助张武通过

“医路同行”慈善医疗服务项目发起
求助链接，并积极在结对帮扶单位微
信群、朋友圈内转发动员，帮助他募
捐医疗费用。

“医路同行项目不收取任何的手
续费用，全部募集资金都用于患者的
医疗费用，湖北省慈善总会、五峰县
慈善会还将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大病患
者提供帮扶资金，经村社、医院和省
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比对证实
的求助信息，也在可信度及真实性方
面大大提高。”胡学翠介绍说。

短短几天，张武共筹集资金4万
余元，顺利手术后目前已康复出院。

医路同行项目由湖北省慈善总会
依托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公益
宝”于2017年 8月推出，迄今已实
施5年。在五峰县，去年有112名困
难大病患者获得了该项目的帮扶。今
年到7月，已经有113人从项目中获
得了帮扶资金，解了燃眉之急。

湖北省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随着项目运营逐渐深化，医路同
行项目向基层村社下沉。2021年，
项目宣传覆盖近2万个村社，咨询人
数达20万余人。

将项目“审核权”下放，力争将
项目做成“全省慈善系统的‘医路同
行’项目”，这是湖北省慈善总会提
升项目区域覆盖面的具体做法。

郭浩和杨丹来自天门市横林镇联
丰新村，夫妻两人都在家乡的服装加
工厂工作，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买了车

房。就在谋划着慢慢还清房贷的时
候，2020 年，杨丹被检查出了胃
癌。同年9月，她在湖北省人民医院
接受了胃切除手术，但1年多后，在
做肠梗阻手术后，被发现癌细胞出现
转移。

郭浩为了救妻子，把车抵押给了
当地的一家二手车行。车行老板得知
郭浩卖车的原因后，通过当地的义工
组织，联系天门市慈善会申请医路同
行项目的帮扶，还在朋友圈帮忙转发
慈善募捐链接。这个项目让郭浩获得
了 21万元的救助金，正是这笔钱，
支撑杨丹完成了7期化疗。

医路同行项目的另一大特点是实
时结算。作为国内首家实现项目管理
系统与医院收费系统自动结算的慈善
救助项目，困难大病患者可以通过手
机操作开展慈善募捐，并向医院“拨
款”缴费，在已完成系统对接的医院
可实现边筹边用、即筹即用，真正起

到“救急难”的作用。
湖北文理学院大三学生小晴 （化

名）被诊断为硬化性骨肉瘤，住进了武
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治疗需要两期术
前化疗。手术之后，还要经历4期术后
化疗。母亲为了照顾她，从襄阳赶到武
汉，爸爸留在家，既要照顾快中考的弟
弟，又要为她的治疗费用筹钱。爸爸没
有告诉她借了多少钱，但小晴知道，除
了向亲戚朋友借钱，爸爸还借了贷款，
还款的压力都压在他一个人肩上。

做手术需要缴10万余元，家里一
时凑不齐这笔钱，小晴得知医路同行项
目后，躺在病床上用手机通过湖北省慈
善总会的微信公众号向项目提交了申
请。网友通过慈善募捐为她捐款7万多
元，同时省慈善总会提供了1.5万元的
帮扶资金，这让小晴及时交了手术费。

让小晴宽心的是，省慈善总会的帮
扶资金是实时结算的方式，直接用于医
院的费用结算，这种“立筹立用”的方
式，也让她的治疗得以继续。

截至2022年8月7日，医路同行项
目已与160家医院签订 《项目合作协
议》，已启动项目实施的医院127家，覆
盖全省67个县（市、区）；对接连锁药
店10家（214家门店）；总筹款27659.77
万元，惠及2.63万名大病患者。

湖北省慈善总会负责人介绍，随着
患者需求的变化，该项目正由以前单一
的医院推广模式逐步向“慈善会＋医
院＋村社”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下一
步，项目还将结合社工站建设、五社联
动探索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服
务体系，还探索将单一的困难大病患者
资金帮扶项目打造成面向医院、药店、
慈善组织、爱心单位等不同对象，涵盖
慈善帮扶、慈善募捐、企业捐赠、社
（义）工服务等内容的立体医疗援助项
目，并整合多方资源，打造“自助+互
助+救助”的恤病服务模式，助力多层
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建设。

（蔡友恒 陈思 郑莉爽）

“慈善会＋医院＋村社”：

医路同行项目的“进村路”

本报讯（记者 顾磊）随着国
家医疗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基层医
疗机构将承担如慢病管理等重担，
为建设健康中国出力。然而，基层
医院同时面临着人才荒、医疗技术
能力不足等问题。当前，社会力量
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8月 23日，友成企业
家扶贫基金会 （简称“友成基金
会”）在京发布了“千院万医”健
康公益项目中西部县域医疗人才培
训平台，将为中西部基层医疗工作
者提供免费的终身教育服务。

健康是脱贫和实现共同富裕的
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深入
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全面实现农村
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累计帮
助近1000万个因病致贫返贫家庭
成功摆脱贫困。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
下，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显得尤
为重要，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关于
印发“千县工程”县医院综合能力
提升工作方案 （2021-2025 年）
的通知》 明确提出，到 2025年，
全国至少1000家县医院达到三级
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水平。其中，人
才建设是重要方面。

友成基金会副秘书长冯宇坤介
绍，基于目前医疗领域东西部、大
小机构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该
基金会结合东西部协作、组团式帮
扶、医疗对口帮扶等相关政策，携
手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发起了“千院万医”健康公益项
目。“项目致力于提升中西部地区
基层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管理和专科
水平，进一步补齐中西部地区特别

是基层卫生健康服务短板，巩固健康
帮扶成果，助力解决东西部之间、城
乡之间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
题。”冯宇坤说。

“千院万医”健康公益项目包含
3个部分，即针对基层医院管理提升
的“千院提升工程”；针对学科能力
建设和医务人员能力提升的“中西部
县域医疗人才培训计划”；面向基层
女性、中西部地区中小学生、留守儿
童、困境人群等组织实施“千万关
爱”义诊工程。

此次上线发布的中西部县域医疗
人才培训平台，通过开放的健康医疗

“慕课”平台和医院结对、专业结
对、师徒结对、义诊帮扶等方式，精
确匹配东部地区及大中城市医疗资源
与中西部基层医疗机构学科建设、人
才培养的需求，实现医疗人才线上

“组团式”帮扶，为中西部培养一批
好医院、好医生。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国际合作部主
任郝纯毅告诉记者：“基层地区对医
疗学术和临床指导有较高的需求，相
比大城市，这些地区的条件和机会较
差。中西部县域医疗人才培训平台的
发布，其作用是双向的，不仅有助于
基层地区医院和医生水平的提高，同
时还可以反向为专家提供接地气的经
验，促进能力提升。”

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
金会副理事长汤敏表示：“‘千院万
医’项目是友成基金会发起的一个具
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项目，希望通过5
年时间，助力千家中西部县级医疗机
构、近百万名基层医生能力提升，让
尽可能多的中西部基层群众在家门口
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中西部县域医疗人才培训平台上线发布

将为基层医生提供免费终身教育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李宁馨） 8月
25日，天津市残联、市卫生健康
委等部门联合主办《天津市残疾预
防行动计划 （2022—2025 年） 》
（简称 《行动计划》） 宣传推动
会，总结残疾预防有益做法和工作
成效，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残疾风险
综合防控能力。

与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相
比，《行动计划》增加了孕前叶酸
发放率、儿童孤独症筛查率、饮用
水水质达标率、地产农产品质量安
全抽检合格率4项任务指标，提升
了产前筛查率等8项工作指标的指
标值。《行动计划》提出，要坚持
三级预防总体思路，实施残疾预防
知识普及行动、出生缺陷和发育障
碍致残防控行动、疾病致残防控行
动、伤害致残防控行动、康复服务
促进行动五大行动，落实21项举
措、29 项工作指标和 4 项保障措
施。到 2025年，全民残疾预防素
养明显提升，遗传和发育、疾病、
伤害等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防
控，残疾康复服务状况持续改善，
残疾预防主要指标处于全国前列。

连日来，天津市残联还开展了
一系列残疾预防日服务活动，深入
社区开展筛查、义诊、政策宣讲等
活动，针对视力残疾人实际需求制定
康复训练计划并进行技巧训练，还聘
请专家对脑瘫儿童家长进行康复和育
儿知识讲座，编辑发布听力学相关基
础知识、孤独症康复知识。

天津不断提高全社会
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

本报讯 （记者 范文杰） 日
前，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2022年燕
宝奖学金发放仪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举行。今年，该基金会继续捐
资6亿元实施教育助学，将为14.25
万名宁夏籍学子发放“燕宝奖学金”。

2011年，宁夏燕宝慈善基金
会成立，秉持“用知识改变命运”
的初心，持续专注教育助学。截至
目前，已累计捐资33.03亿元人民
币，资助30.17万名学生，为30多
万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今年，燕宝慈善基金会继续对
已获“燕宝奖学金”未毕业的学生

进行奖励资助，对今年考上大学的所
有宁夏籍本科新生进行奖励资助，每
人每年4000元，直至完成学业。同
时，还将新增资助宁夏籍1万名职业
院校学生及3500名高中新生。

在燕宝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下，目
前已有17万名受资助学生走上工作
岗位。武汉大学2019级受奖励学生
李欣竹说：“获得燕宝奖学金，对我
的家庭而言，解了燃眉之急；对我而
言，则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未来的人生
道路。”基金会理事长党彦宝表示，
今后要把教育助学继续做下去，而且
要做得更好。

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捐资6亿元助学
已累计助30余万学子圆大学梦

受
访
者
供
图

8 月 27 日，书画家董希源向我国残奥运动员捐赠书画作品活动在京举
办。董希源倾注10个多月心血，为残奥运动员创作了225件荷梅画作，展示
了残奥运动员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精神。图为捐赠现场。 王鹏 摄

由北京公益服务发展促进会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BA2017级北京校友
会共同发起的“爱益环保侦碳团”主题公益活动，近日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
公园举行。百余名来自校友会的家庭成员和志愿者一起，在互动体验中打卡
完成垃圾分类、健步走等趣味项目，用实际行动践行低碳环保的生活理念。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