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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顾磊）比尔及梅
琳达·盖茨基金会近日发布2024年
度公开信。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马克·
苏斯曼在年信中呼吁慈善家们立刻
行动起来，增加捐赠，以应对全球多
个国家在抗击贫困、消灭疾病和消
除不平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苏斯曼表示，只要额外投入10
亿美元，慈善家们就能资助一系列
影响巨大且成本低廉的干预措施，
到2030年可以多挽救200万母亲
和婴儿的生命。投入40亿美元，他
们就可以帮助5亿小农户增强气候
韧性，并且到2030年每年减少10
亿吨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投入70多
亿美元，他们就可以为3亿人接种
疫苗，防止至少700万人死亡。“慈
善能承担风险、帮助填补被忽视或
资金不足的缺口。在世界最需要的

时刻，我们可以共同努力，让慈善发挥
全部潜能。”苏斯曼说。

前不久，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
会理事会批准了2024年度预算为86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基金会将把这
笔预算用于资助能够挽救生命、改善
生活的创新。2022年，基金会曾宣布
到2026年将年度赠款支出增加到90
亿美元，并承诺在创始人去世后20年
内逐步用掉慈善资产，以专注于解决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并帮助建立更长
久的、可持续产生影响的系统。

苏斯曼表示，中国等国的基金
会正在推动解决更多的本地和全球
问题，“慈善的生态系统与我 15年
前刚做这项工作时不一样了，这是
一件好事。世界各地的捐赠人正在
为复杂的挑战描绘宏大的愿景并带
来切实的经验。”

盖茨基金会呼吁增加慈善捐赠

近日，广东省东莞市首批137名
享受免费学前融合教育的特殊儿童完
成了一学期的学前教育课程。

记者从东莞残联了解到，经过近
3年的努力，2023年东莞成为全国首
个实现学前融合教育乡镇（街）全覆
盖城市，已建成政策支持、经费支
持、专业师资支持和学前融合教育阵
地支持的学前融合教育“四个支持体
系”，为特殊儿童接受学前融合教育
保驾护航。

3年建成服务保障体系

“他竟然能跟小朋友一起追着
玩，我看到后太惊喜了！他有了‘社
交欲望’。”宸宸（化名）妈妈说。

6岁的宸宸是中度孤独症谱系障
碍患儿，2021年9月，东莞市残联的
工作人员找到宸宸妈妈，告诉她最近
的一家幼儿园可以招收“融合生”，
随后，宸宸通过面试进入了东莞市万
江滘联幼儿园，这所村办幼儿园共接
收了4名特殊儿童。宸宸妈妈说：“这
学期连学费都免了，减轻了孩子的康
复经济压力。”

东莞市残联教育就业部部长陈惠
英介绍说，像这样拥有学前“融合教
育”功能的村级幼儿园，在东莞市已
扩展至3所。2021年至 2023年间，
东莞市建成全市各镇街（园区）里包
含至少一所融合教育推广幼儿园的服
务保障体系，顺利帮助137名特殊儿
童在全市34个融合教育推广园就近
入园。

“起初我们也有点困惑和担忧，
老师对融合教育没有全面系统的认
识，也没有落地的实践，有一定的挑
战。”滘联幼儿园园长陈丽芳说。

随着“融合教育计划”的推进，
幼儿园的老师每年陆续接受东莞市学
前“融合教育计划”的种子教师培

训，进一步充实专业师资力量。“在
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摸索。”
陈丽芳说：“我们在日常‘晨间识
字’活动中发现，部分特殊孩子在认
读字方面有着惊人的学习与记忆能
力，发音、吐字特别清晰。其他小朋
友开始懂得去‘欣赏’这些不一样的
朋友。”

在融合教育过程中，滘联幼儿
园基于 3-6 岁教学大纲与教学方
案，专门对特殊儿童进行“一人一
档”的教学跟踪记录，并及时将重
要的、有效的教育行为与信息反馈
给家长，定期与特殊儿童家长进行
深度交流，从家园共育层面辅助特
殊儿童的成长。

同时，幼儿园购置了一批特殊
儿童教辅玩具，增设了感统活动教
室，在软硬件上下好功夫。“宸宸有
自己专门的文件夹，里面是他的成
长记录，老师遇到任何疑问可以在
学前融合教育的交流群里提出，有
专家随时答疑。”融合教育骨干教师
陈淑如发现，特殊儿童在专业指导
下能更顺利地习得校园秩序、与人
交流技巧，自己也充满成就感。“融
合教育的理念不仅能帮助特殊儿
童，对普通孩子也是非常有益的。”
陈淑如说。

从不怎么说话到能够站在讲台上
拿着麦克风领读与讲故事，曾入读东
城下桥甜甜幼儿园的孤独症患儿洁洁
（化名）发生了明显改变。洁洁爸爸
说：“在东莞，有许多市残联专业机
构督导、指导的融合教育环境幼儿
园，这令我感到放心。”他期望洁洁
幼儿园毕业后，能够衔接到普通学校
继续学习。

建设“人才梯队”

早在2009年，东莞便不断探索

融合教育的构建与发展。2021年，东
莞市残联联合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出
台《东莞市学前融合教育推广支持计
划（2021-2023年）》（简称“融合
教育计划”）。“融合教育计划”提出
培养一批学前融合教育种子教师，培
育一批学前融合教育推广园，建立一
支学前融合教育推广导师队伍，以学
前融合教育督导团队专干面向34个
镇街（园区），在全市范围全面铺开
学前融合教育项目，搭建起“四级融
合教育人才梯队”。

何为“人才梯队”？陈惠英说：
“我们从残联系统中的康复中心、特
幼中心、康复学校、启智学校等，选
拔一批专业背景为特殊教育康复专
业、社工专业以及心理专业的老师，
组成了38人的督导团队。这38名督
导专干负责一对一链接、指导东莞各
镇街（园区）推广园的融合教育，为
其提供解决实施方案。这是推进东莞
学前‘融合教育计划’做好人才支撑
的关键。”

截至2023年12月，东莞市共培
训初级融合种子教师2437名、中级
融合种子教师422名、高级融合种子
教师147名、管理人员137名，有力
提升了公办学前康复机构教师的学前
教育专业理论水平。

2023年7月，《东莞市残疾儿童
少年接受教育资助实施细则》全面实
施，东莞学前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在东
莞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学前融合教育推
广幼儿园就读，可享受保教费免收或
报销的权利，这项规定也标志着东莞
成为实现学前融合教育乡镇（街）全
覆盖城市。

当前，东莞已建成了政策支持、
经费支持、专业师资支持和学前融合
教育阵地支持的学前融合教育“四个
支持体系”，为特殊儿童接受学前融
合教育保驾护航。2023年9月，东莞

已落实了137名符合条件的特殊儿童
在全市各镇街（园区）融合教育推广
园随班就读。

推动社会残健共融

“我们推广融合教育的方向，并
非是把这些孩子‘打上标签’放在

‘融合班’，而是让普通幼儿园具备教
导他们的能力，具备让他们在幼儿园
里活动的环境条件，未来希望继续通
过解决这两点关键因素，让有特殊教
育需求的孩子很自然地进入到幼儿园
学习。”陈惠英介绍说。

在“融合教育计划”的实施与进
展中，陈惠英发现了许多巧妙的变
化：一是近年来东莞学前教育掀起了
融合教育的潮流，所接触到的幼儿园
都高度认可融合教育理念；二是在交
流中，接触过融合教育的相关人员在
用词上对特殊儿童实现了“去污名
化”，从“残废、智障”的说法变成

“特殊孩子”“特殊教育需求”等称
呼；三是大部分幼儿园在招生简章中

“亮出”招收特殊儿童数量，将事件
正常“公开化”而非隐藏，一定程度
反映了幼儿园及社会层面有正确的心
态接纳特殊儿童。

据了解，东莞将学前融合教育行
动纳入了该市“十四五”特殊教育发
展提升行动计划，成立学前融合教育
指导中心，不断提升学前融合教育的
质量。东莞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针对当前特殊儿童学位供给不足
的问题，将进一步培育学前融合推广
园，并推动学前融合教育推广园和普
通幼儿园结对帮扶共建，多措并举扩
大学前融合教育学位供给，做到应收
尽收、应融尽融，力争2025年融合
教育推广园数量增加到60所，2030
年实现学前融合教育种子教师以及特
殊儿童入园人数翻一番。

以“融合”让特殊儿童不“孤独”
——广东东莞实现学前融合教育全覆盖

何安琪 尹麗钧 姚键平 本报记者 顾磊

本报讯（记者 舒迪）春节前
夕，浙江省温州市举办了第22届

“爱心温州·情暖万家”迎春慈善
大宴。此次慈善大宴由温州市慈善
总会、温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
办，以“云宴席”的方式，由慈善
义工分多路将700份爱心餐和700
份年货大礼包，送给困难群众、坚
守工作岗位的新温州人，以及市儿
童福利院、市社会福利院等单位。

据介绍，近年来温州市坚持以
“微力量”打造“大慈善”，持续擦亮
“红日亭”“微笑联盟”等慈善品牌，城
市志愿者服务指数跻身全国第二，每
年各类慈善服务超 200 万人次。
2023年，温州慈善事业稳步发展，慈
善助医、助学、助老、助残、助困等十

大帮扶项目深入实施，全市慈善总会系
统共募集款物6.43亿元，救助支出6.39
亿元，惠及困难群众61.3万人次。

“爱心温州·情暖万家”迎春慈
善大宴是温州市慈善事业的传统品牌
活动，已连续22年举办，惠及群众
20多万人次。据了解，今年的年货
大礼包里捐赠的物品比往年更丰富，
除了丰富多样的食品和保暖衣物，还
有各种消费券，共有16样年货。

活动当天还上线了“爱心温州·
情暖万家”迎春慈善大宴云招聘平
台。该平台旨在为温州市困难群体、
低保户、残疾人家庭等提供一个温暖
的就业渠道，为困难群体送去实实在
在的关爱与帮助。目前已有100多家
企业的上千个岗位在该平台登记。

温州举行迎春慈善大宴

“真是解决了我家的大难题啊
……”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的老李一
提起“30分钟残健融合服务圈”，就
不停地竖起大拇指。

老李和两个孩子都是残疾人，因
为要在家照顾孩子他没法外出工作，
家里的生活较为困难。自从山城区残
联依托基层残疾人组织试点“30分
钟残健融合服务圈”建设以来，社区
建成了残疾人之家和就业指导站等机
构，老李的孩子可以送去日间照料，
他自己也在附近工厂找到了工作。

如今，山城区残联的“30分钟
残健融合服务圈”试点已经升级为鹤
壁市“一刻钟残健融合生活圈”的全
面建设。残疾人得到了方便、感到了
变化、享受到了“家门口的幸福”。

基层残协是实现各类社会服务精
准化、专业化供给的前哨，鹤壁市建
设“一刻钟残健融合生活圈”首先将
残疾人基层组织建设融入其中。

依托各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鹤
壁市的社区残疾人之家达到“一会四

家一员”要求，即所有村（社区）建
有残疾人协会，维权服务之家、康复
服务之家、辅具服务之家、志愿服务
之家，并明确一名残疾人专职委员。
通过残疾人协会和专职委员，加强走
访探视，及时掌握残疾人生活、康
复、维权等方面需求，在残疾人家门
口提供精准化、专业化、个性化的定
制服务。淇滨区天山路莲华社区在建
立残协的同时还建立了“一访二帮三
做到”的工作机制。“一访”是对社
区26名残疾人进行入户走访，了解
需求；“二帮”是走访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立刻着手解决；“三做到”是
要求党员与重度残疾人结对子一帮
一。

目前，鹤壁市已在全市范围内实
现了“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务”，
50 个镇 （街道） 全部建有残联，
1026 个村 （社区） 建有残疾人协
会，夯实了为残疾人服务的基础。

要实现快速、便捷地为残疾人服
务，就需要时时关注残疾人的需求。

山城区广场社区专委牛婉莹主要工作
之一便是“盯”着社区里的几位重度
残疾人。由于社区内一些重度残疾人
行动不便，年纪又大，无人陪伴的时
候容易发生危险。残联在对残疾人家
里进行无障碍改造的同时，与日间养
老平台合作，在残疾人家中安装摄像
头和报警器，一旦残疾人有需要，专
职委员能及时提供帮助。

在山城区汤河桥街道奔二巷社
区，5G智慧大厅已然成为社区残协
最得力的“智能助手”。辖区内45个
智能灯杆连通后台45个视频监控，
全社区 176名残疾人谁在户外有情
况，在大厅内的社区工作人员都能看
得清清楚楚。

“智能灯杆救了我两次。”喜欢坐
着轮椅晒太阳的老郭说。由于行动不
便，老郭两次摔倒都被社区工作人员
通过后台大屏幕监测到，并第一时间
给予了救助。智能灯杆就设置在小区
人行道旁，离地1米处有手机充电口
和求助按钮，非常适合使用轮椅的残

疾人，残疾人遇到紧急情况，按下求
助按钮，社区工作人员2分钟内便可
到达。

开展“一刻钟残健融合生活圈”
建设以来，鹤壁市的很多社区都实现
了资源共享。除了残疾人之家和就业
指导站，在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公共
法律服务室、图书室，都有为残疾人
服务的专人专区。有的社区为了促进
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的开展，还专门
建立了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站。

要快速满足残疾人多样化的需
求，就需要更多专业化队伍提供服
务。在建设“一刻钟残健融合生活
圈”的过程中，鹤壁市还建立了康复
服务圈、志愿服务圈、就业服务圈、
照料服务圈、社区文化圈、出行便利
圈、助残街区等9大类内容的20多
个小圈子。

康复是残疾人最迫切的需求之
一。山城区残联以多家医院的“医联
体”为中心，以社区康复服务站、居家
托养为依托，发挥3支“残疾预防康复
进万家志愿服务队”作用，打造了融生
活照料、医疗卫生、康复为一体的残疾
人服务体系，使残疾人群众实现就近
就便康复。其中，近90人的“残疾预防
康复进万家志愿服务队”，每周一次进
村入户，帮助行动不便的残疾人进行
康复医疗和残疾评定。

残疾人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答案
是就业优先。龙门社区位于鹤壁市商
务中心区，社区外的电子大屏幕每天
轮番播放辖区内200多家企业的招工
信息。社区内的“鹤咖啡”是一家残
疾人经营的咖啡餐馆，也是龙门社区
零工市场点位，不仅解决了残疾人创
业问题，同时也安置了更多残疾人就
业。此外，社区残协还联合培训机
构，解决残疾人在就业创业过程中遇
到的难题，学员信息纳入人才储备
库，可定向推荐就业，社区残疾人就
业率达80%。

如今，鹤壁市已建成73个残疾
人“一刻钟残健融合服务圈”，实施
精准康复服务1468人次，救助残疾
儿童426人，为214名符合条件的残
疾人提供托养服务，409名残疾人得
到创业就业培训，314名残疾人实现
就近就业，持续增加收入。

河南鹤壁：

“残健融合服务圈”满足多样化需求
王鑫 本报记者 顾磊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江苏省
近日召开的2024年全省民政工作
会议透露，该省将准确把握江苏发
展阶段特征，紧扣增进民生福祉，组
织实施“幸福民政365工程”。

“幸福民政365工程”中的“3”
即聚焦主责把握三大主攻方向。要
聚力“惠民生”，在促进共同富裕中
履行兜底保障职责；聚力“优服务”，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履行牵头
统筹职责；聚力“助发展”，在推动高
质量发展中履行服务保障职责。

“6”即创先争优打造“苏扶助困”
“苏适养老”“苏童成长”“苏社有为”
“苏慈大爱”“苏服万家”六大品牌。
“5”即凝心聚力实施文化铸魂、法
治立规、人才强基、智慧提效、安全

筑底五大赋能举措，为“走在前、做示
范”固底夯基、保驾护航。

为此，江苏省将重点抓好8个方
面的工作：一是实施兜底保障夯基行
动，将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
二是实施老龄事业协同行动；三是实
施养老服务提质行动，将提升养老服
务质量，夯实人才队伍基础，强化综
合监管效能，促进事业产业协同发
展；四是实施儿童关爱守护行动，将
提升特殊儿童群体关爱服务质量、切
实强化儿童福利保障等；五是实施社
会组织培优行动，将完善社会组织治
理体系、规范社会组织建设发展等；
六是实施公益慈善促进行动；七是实
施地名文化保护行动；八是实施专项
事务便民行动。

江苏实施“幸福民政365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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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应对
气候变化·助力乡村振兴—乡村减
排固碳交流会暨乡村碳汇公益项目
试点启动会日前在京举行。会上中
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启动了乡村碳汇
公益项目。

据了解，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针对目前部分乡村地区生态资源分
布散、开发难、碳资源形成碳资产
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难，缺乏启
动资金和专业人才等问题，发起了
乡村碳汇公益项目。该项目通过向
社会筹集资金，与项目县组建工作
小组，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在项目
县开展县域碳汇规划方案、开发县
域碳汇生态产品、县域碳汇人才培
训等内容，助力县域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
军表示，乡村碳汇公益项目着力于落
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的 《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
探索乡村振兴战略与“双碳”目标在
乡村的有效衔接，利用公益的力量链
接社会资源，助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对外合作交流
部主任张志强、北京绿色交易所副董
事长梅德文、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韩雪博士、腾讯集
团碳中和高级顾问吕学作了“双碳”
相关主题演讲，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唐人虎及中国乡村发展
基金会乡村振兴协作部负责人赵溪花
分享了乡村碳汇公益项目的可行性分
析和运营模式。

乡村碳汇公益项目启动试点

春节期间，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街道积极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为辖区
内生活困难的老人送上关怀和新春祝福。图为慰问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