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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基金会紧急救援项目 2017 年度实施情况公示 

（援助型项目） 

 

第一部分  基本情况 

 

一、工作定位 

根据我会 2017年“打造影响力年”的工作要求，紧急救援部 2017年以“聚

焦内部管理，增强团队能力，提升业务品质，保持行业影响”为工作定位。  

2017 年，紧急救援部开展中扶人道救援队、人道救援网络建设，制定工作执

行手册与灾害响应框架协议；建立团队定期学习机制，针对不同岗位进行专业化

培训；做到了国内 4 级灾害全覆盖，并启动 1 次国际灾害响应。同时，制定与发

布《社会力量参与一线救灾行动指南》、《小学生减灾防灾教育指南》。 

 

二、项目概述 

紧急救援项目自 2003 年成立以来，累计开展 177次灾害救援行动，支出救灾

款物 16.04亿元，直接受益人数累计达 583.63万人（次），已经覆盖了 31 省（直

辖市/自治区）。 

2017年，我会灾害救援项目募集款物 2734.32 万元。其中，资金 900.60 万元，

物资 1833.72 万元。在中国 1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朝鲜 1 个国家相继启动

31次灾害救援行动，并在 1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30个城市开展减防灾工作，

投入项目款物价值 2653.69 万元，惠及 21.54万人/次。 

表 1：2003-2017年救灾数据统计 

年度  资金   物资  小计（万元） 救灾数 
受益人次

（万人） 

2003 69 1,100.00 1,169.00 3 5.15 

2004 459.47 1,550.49 2,009.96 5 5 

2005 94.2 7,936.70 8,030.90 7 6.4 

2006 398.4 4,537.00 4,935.40 6 8.89 

2007 398.4 2,887.55 3,285.95 7 17 

2008 20,656.85 16,509.68 37,166.53 6 211.92 

2009 1,992.65 1,396.72 3,389.37 6 16.17 

2010 37,291.05 3,269.74 40,560.79 8 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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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3,513.70 1,900.50 5,414.20 5 11.97 

2012 1,945.00 3,020.53 4,965.53 9 4.94 

2013 22,424.74 6,144.95 28,569.69 7 82.86 

2014 5,499.13 6,999.45 12,498.58 26 19.76 

2015 1,202.89 1,111.59 2,314.48 28 54.5 

2016 1425.34 2,053.05 3,478.39 31 25.72 

2017 849.66 1,804.03 2653.69 23 20.53 

合计 98220.48 62221.98 160,442.46 177 583.63 

 

我会救灾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03 年至 2007 年，主要针对水

灾开展生命保障（救灾物资发放）工作；第二阶段是 2008 年至 2013 年，针对多

类灾害，开展生命保障及灾后重建工作；第三各阶段是从 2014年开始，我会搭建

救灾备灾体系，开展国内外灾害救援，包括减防灾、备灾、救灾工作。 

 

第二部分  2017年度工作情况 

 

一、救灾工作 

截至 2017年 12月 23日 15时，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共启动 15次国家Ⅳ级救

灾应急响应，1 次国家Ⅲ级救灾应急响应，1 次国家级Ⅱ级救灾应急响应，3 次救

灾预警响应。2017年，我会开展 23次灾害救援，支出救灾款物共计 2349.75 万元，

其中 22次国内害救援，款物支出 2328.25万元，占比 99.08%；1次国际灾害救援，

款物支出 21.5 万元，占比 0.92%。惠及我国 1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4.82 万

人/次和朝鲜 3147人次。 

 

表 2：2017年灾害响应数据统计 

国内救援 

日期 灾害类型 执行机构 行动类型 援助项目 受益地区 
受益人

数 
支出总计 

2017/1/5 寒冬 
甘肃彩虹公益

服务中心 
暖冬行动 服装 甘肃省会宁县 975 761,619.19 

2017/5/11 地震 中扶救援队 救灾 
粮油、水壶、

保障箱 
新疆塔什库尔

干县 
4205 202,668.00 

2017/5/14 洪涝 
盘州市义工联

合会  
救灾 保障箱 贵州省晴隆县 412 47,455.00 

2017/6/14/ 洪涝 
盘州市义工联

合会   
救灾 粮油 贵州省威宁县 1984 55,000.00 

2017/6/24/ 
滑坡泥石

流 
韶关市乐善义

工会 
救灾 灾情排查 四川省茂县 --- 3,6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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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26 
冰雹、洪

涝 
甘肃彩虹公益

服务中心 
救灾 大米、粮油 甘肃省会宁县 140 10,825.00 

2017/6/28 洪涝 中扶救援队 救灾 

粮油、衣物、
保障箱、床上
用品、防疫消

杀 

江西、湖南、
贵州、四川、

陕西 
55708 6818184.00 

2017/7/2 洪涝 
广西心香社工

服务中心 
救灾 大米、食用油 广西都安县 500 49,840.00 

2017/7/3 洪涝 
广西心香社工

服务中心 
救灾 大米 广西全州县 2080 45,870.00 

2017/7/15 洪涝 
盘州市义工联

合会   
救灾 粮油 贵州长顺县 1740 90,000.00 

2017/7/20 洪涝 
甘肃彩虹公益

服务中心 
救灾 面粉 

甘肃白银市平
川区 

2392 71,560.00 

2017/7/24 洪涝 
通榆县环保志

愿者协会 
救灾 保障箱、粮油 

吉林省吉林市
永吉县 

4088 256,400.00 

2017/8/28 
滑坡泥石

流 
盘州市义工联

合会   
救灾 灾情排查 贵州省纳雍县 --- 980.00 

2017/8/20 洪涝 
盘州市义工联

合会   
救灾 粮油 贵州省从江县 624 49,700.00 

2017/9/6 地震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 
救灾 折叠床 

新疆博尔塔拉
州精河县 

2000 61,930.00 

2017/7/20 洪涝 中扶救援队 救灾 

粮油、保障
箱、衣物、净
水桶、防疫消

杀 

吉林省吉林市
永吉县、丰满

区 
31568 7,227,193.77 

2017/8/9 地震 中扶救援队 救灾 
帐篷、雨衣、
防雨布、食品 

四川省九寨沟
县、甘肃省文

县 
8990 668,700.00 

2017/9/26 洪涝 
重庆青年助学
志愿者协会 

救灾 
粮油、方便
面、棉被 

重庆市奉节县 424 28,820.00 

2017/11/24 地震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 
救灾 家庭保障箱 

新疆博尔塔拉
州精河县 

11720 842,464.00 

2017/12/8 
滑坡泥石

流 
甘肃彩虹公益

服务中心 
救灾 

家庭保障箱、
棉被、服装、
儿童之家 

甘肃文县 15656 969,630.00 

2017/12/21 寒冬 中扶救援队 暖冬行动 服装 山西兴县 1249 5,000,000.00 

合计 148253 23282523.44 

 国际救援  

2017/1/12 洪涝 中扶救援队 救灾 
徐工轮式装

载机 
朝鲜三池渊郡 3147 215000 

合计 3147 215000 

 

1、国内灾害救援 

2017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及其人道救援网络（10 家网络成员）、中扶人道救

援队于 11个省（区/市）开展国内灾害救援 21 次，累计支出救灾款物 2328.2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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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资金 414.42 万元，物资 1913.83万元，惠及 14.82万人次。 

执行机构：10家网络成员参与 21次国内灾害救援工作中，网络战略合作伙盘

县社会义工联合会救援次数最多，共计 5次，占比 23.80%。 

灾害种类：网络针对 4种灾害开展 21次灾害救援，其中洪水灾害响应次数最

多，共计 12次占比 57.14%；其次为地震灾害 4 次占比 19.04%；另泥石流 3次，

暖冬行动 2次。 

援助区域：网络针对 6个地区 16个省（区/市）开展 29次灾害救援行动，其

中西南地区响应次数最多为 15次，占比 51.72%，主要灾害为水灾、冰雹、火灾、

霜冻、泥石流；其次为华东和华中地区各响应 5 次，分别占比 17.24%，灾害为水

灾、泥石流、龙卷风、火灾；另外西北、东北和华南地区 4次灾害响应为冰雹和

水灾，其他地区未开展灾害救援工作。 

表 3：灾害救援区域及省份统计 

区域 省 响应次数 响应合计 占比% 

西南 

广西 2 

10次 47.61% 
贵州 5 
四川 2 
重庆 1 

华东 
江西 1 

2次 9.54% 
浙江 1 

华中 湖南 1 1 4.76% 
华北 山西 1 1 4.76% 

西北 
新疆 2 

6次 28.57% 
甘肃 4 

东北 吉林 1 1次 4.76% 
合计 全国 21 100.00% 

 

表 4：救灾资金月支出统计 

月份 响应次数 次数占比 资金（元） 资金占比 

2016年 1月 1 4.77% 761619.19  3.27% 

2016年 5月 2 9.52% 250123.00  1.08% 

2016年 6月 4 19.05% 6887693.00  29.58% 

2016年 7月 6 28.58% 7740863.77  33.25% 

2016年 8 月 3 14.28% 719380.00  3.09% 

2016年 9月 2 9.52% 90750.00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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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1 月 1 4.76% 862464.48  3.72% 

2016年 12月 2 9.52% 5969630  25.63% 

总计 21 100.00% 23282523.44  100.00% 

 

2、国际灾害救援 

2017年，灾害救援部募集国际救灾资金 12.97万元，支出 21.63万元，发布

国际灾情简报 19篇，提出 2次国际灾害救援申请，开展 1次灾害救援行动，惠及

3147人。 

朝鲜水灾救援行动 

2016年 9月，朝鲜北部地区遭遇 70年一遇的洪灾，造成 300多人死亡，600

多人受伤或失踪，约 30 万灾民需要救助。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灾情发生后迅速启动紧急响应，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国

际美慈组织分别捐赠 2 万美元，通过外交部、中联办并向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

报备，在中国驻朝鲜使馆、朝鲜驻中国使馆的协调下，与朝中民间交流协会达成

人道主义救援共识。2017 年 1月 12-14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出工作组赶赴朝鲜

北部地区开展人道主义捐赠工作。工作组与朝鲜驻中国大使馆、朝中民间交流协

会向朝鲜北部灾区救灾指挥部捐赠一台加满油的徐工轮式装载机（LW300FV），价

值人民币 216300.00元（其中轮式装载机价值人民币 215000.00元），用于朝鲜北

部灾区灾后道路恢复重建工作，惠及朝鲜三池渊郡受灾群众 3147人。 

朝鲜北部水灾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得到了朝鲜驻中国大使馆、朝中民间交流协

会、朝鲜北部灾区重建指挥部的高度认可，朝鲜北部灾区重建指挥部金参谋表示

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的轮式装载机是自 2016年 9月水灾以来接收的援助的三辆铲

车中最好的一辆，将有利于北部灾区道路恢复重建的工作。 

2017年 2月 2日，朝中民间交流促进协会向我会发来邀请函，邀请我会代表

团于 2017年 2月底赴朝鲜访问。经与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沟通决定，我会王行最执

行副会长于 2017年 2 月 28日至 3月 4日赴朝鲜访问。访朝期间，分别与中国驻

朝鲜大使馆、朝鲜外务省中国局、朝中民间交流促进协会、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就

中朝民间公益发展合作、中国对朝鲜援助模式进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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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备灾工作 

针对不同灾害及灾情多发地，我会备灾物资逐步多样化，各类储备库可响应

我国中西大部分地区紧急物资需求。 

1、备灾产品概况 

整体备灾物资分为被服、户外、生活用品、设备四大类，共计十七种，包括：

单帐篷、防雨布、棉被和救援装备等产品。每种产品均进行细致设计，采取询价

及招投标方式采购，保证质量及供应合理性。 

表 5：备灾物资品类 

物资类别 物资名称 

被服类 棉被、服装、床上用品（套装） 

户外类 帐篷、净水桶 

生活用品类 PE防水布、应急保障箱、雨衣 

救援装备类 
救援队服、救援服装及背囊、救援头盔、志愿者马甲、

救援手套、救援鞋、救援腰带 

2、备灾库房及分布 

中国扶贫基金会救灾物资储备，均外包第三方管理。库房分布于天津、成都、

南京三地区，可响应各自及跨地区灾害，满足全国大部分受灾地区救援物资需求。 

3、2017年备灾物资出库情况 

截止 12 月 26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备灾物资 3194.94 万元，其中企业捐赠

2176.73 万元，自采物资 818.21 万元；支出物资价值 2584.23 万元，剩余物资价

值 610.71万元。 

表 6：2017年备灾整体金额 

来源 类别 金额（元） 

自购 

服装 798657.79 

户外类 2299798 

设备类 34600 

生活用品类 5071050 

小计 8204105.79 

捐赠 

床上用品类 1680818 

服装类 21109603.38 

户外类 877953.78 

食品类 77000 

小计 23745375.16 

总计 319494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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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减防灾工作 

2017年，减防灾领域“向灾害 SAY NO”--512 全国减防灾社区公益活动、《小

学生防灾减灾教育指南》研发项目、迪士尼校园减灾教室项目、研究倡导活动《全

国小学生减灾教育现状调研报告》、小小减灾官项目，支出 112.37 万元，覆盖了

1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30个城市或区/县，受益人数 54070人。 

表 1：2017年减防灾项目支出情况汇总表 

项目 项目概况 捐赠方 支出（万元） 受益人数 

向灾害 SAY NO 安全意识倡导项目 
卡特彼勒&宋仲

基&和融支付 
63.33 44920 

校园减灾教室 
校园减灾综合干预项

目 
迪士尼 44.57 9000 

《小学生防灾减

灾教育指南》 
行业研究项目 宋仲基 4.47 150 

合计 - - 112.37 54070 

 

1、“向灾害 SAY NO”--5.12全国减防灾社区公益活动 

5 月 11 日，由中国地震局、中国气象局作为指导单位，中国扶贫扶贫基金会

主办的 2017 年“向灾害 SAY NO”--5.12 全国减防灾社区公益活动在全国正式启

动。在北京的全国启动仪式上，著名影视明星高亚麟和央视著名主持人尼格买提

作为项目代言人，中国扶贫基金会段应碧会长，中国地震局和中国气象局相关领

导以及 20 名小学生共同启动全国活动，同时全国 18 家 NGO 得到该项目支持，在

全国 17个省（直辖市）的大型广场、社区、学校开展 60场此项活动，共支出 63.33

万元，直接受益人达 44920 人次，通过社会媒体影响超过 600万公众。 

 2、《小学生防减灾教育指南》研发项目 

《小学生防减灾教育指南》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全国地震地质灾害、

洪涝灾害、气象灾害、消防、交通安全和应急救护，以及教育研究七大领域 20余

位行业专家，针对小学生 3 个学段不同的认知能力水平，开展防灾减灾教育设计

研发编写的教师和志愿者教学用书。先后开展研究会议 5次，完成 10万字，包含

的案例、资源和图片工具上百个，历时近一年最终完成编写，并于 11月 6日正式

召开研讨会向社会媒体发布。实现《指南》百度搜索结果 4.7 万条。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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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出有效助力了社会组织规范化参与儿童防灾减灾教育实践，在行业内建立良

好的影响力。 

3、云南巧家校园减灾教室项目 

云南巧家校园减灾教室项目，是由迪士尼中国捐赠，关注儿童防灾减灾校园

教育的项目。2017 年经过询价采购和与供应商反复研究讨论，最终完成教室整体

装饰装修设计、教具学具研发以及十所项目学校教室基建工程建设。并通过 NGO

招标方式完成课程转化与培训工作。完成巧家县 19 所中心小学的负责安全的 41

名副校长和老师开培训，共支出 44.57 万元覆盖云南省巧家县的 9个乡镇 10所学

校，在校师生 9000人次，其中参与培训教师 100 人次。 

4、《中国小学生减灾教学大纲》调研项目 

    2016年 10月 13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小学生减灾教学大纲”调研工作，

回收有效样本量达 1800 份，2017年 1-5月经过数据汇总、专家访谈、行业研讨会

反复修改和讨论，最终完成《中国小学生减灾教育现状基础调研报告》，得到了专

家及同行业认可，并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正式发布，为《小学生防灾减灾教育指

南》的编制提供重要的理论和数据支持。《报告》发布后包括新京报、公益时报等

20余家媒体关注并报道。 

  5、小小减灾官项目 

    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17年 5月发起“小小减灾官”活动，活动旨在将儿童安

全教育与公益体验相结合，号召和邀请城市儿童通过安全职业的体验和学习，向

亲人和朋友传递安全意识，并动员其以实际行动，为贫困地区小朋友提供安全与

关爱。2017 年小小减灾官项目共支持 19 家机构腾讯乐捐平台项目上线，开展 12

次线下体验活动，让儿童体验减灾职业，学习安全技能，开展筹款尝试。 

    此外，小小减灾官项目与中国气象频道合作，建立独立的网站和公众号，在

全国范围内 6 个省的气象服务中心开展小小减灾官科普大赛，形成良好的社会口

碑。 

 

第三部分  人道救援体系建设 

 

一、人道救援网络 

2017年人道救援网络合作伙伴共计 24家，其中战略合作伙伴 2家，网络成员

2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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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人道救援网络大会” 于 4 月 12 日-14 日在北京市举办，大会以“打

造行业影响力、提升专业能力、推动共同发展”为主题。会议期间，我部对人道

救援网络 2016 年我会救援、减防灾领域 2016 年工作进行总结，并发布了救援响

应框架、革新减灾模式，同时对年度表现优秀的网络成员进行表彰。  

 

二、中扶人道救援队 

中扶人道救援队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在基金会捐赠人大会上宣布正式成立，

两年来，队伍规模自 2015 年 36名志愿者组建的队伍，到 2016年改为我会工作人

员与志愿者共同组建的 15 人队伍，再到 2017 年专职化队伍建设，先后开展尼泊

尔西藏地震、新疆塔县地震、厄瓜多尔地震、阜宁风灾、朝鲜水灾、南方水灾等

国内外灾害救援工作。 

（一）能力建设培训 

2017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1 日，我部于北京召开中扶人道救援队 2017 年能力

建设培训会，会议对我会机构文化进行讲解、我会职能部门业务分享。4月 1日至

5 月 24 日我部完成对《中扶人道救援队工作执行手册》修改工作并试行。同时，

针对救援工作的特点，我部再次期间开展两次关于地震知识和急救知识培训。 

（二）灾害救援 

2017 年，救援队开展了朝鲜水灾、新疆塔县地震救援、南方水灾救援、吉林

水灾救援、新疆精河县地震 5次救援响应和一次“2017暖冬行动”，包括灾情排查、

防疫消杀、物资发放三个项目，支出救灾款物 2457.55 万元，惠及 114763 人次 

 

三、企业战略合作圈 

为三大救援体系存储充足的备灾物资，我部建立人道救援企业战略合作圈。 

中国家用纺织工业联合会为指导单位、中国家纺纺织品行业协会、中国服装

协会为支持单位。2017 年，特步（中国）有限公司、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

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罗莱生活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公司作为成员单位捐赠物资价值 1692 万余元，主要包含服装、床上用

品等物资。 

招商局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人道救援企业战略合作圈成员单位，为我会灾

害救援物流、仓储提供有力支持。今年在南方水灾、九寨沟地震、吉林水灾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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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中为我会提供 4次物流运输支持。 

 

第四部分  品牌传播工作 

 

截止 2017年 12月，紧急救援部自媒体“人道救援”微博粉丝量 11011，发布

微博 650条；人道救援”微信公众号粉丝粉丝量 3582，发布微信文章 97篇，其中

阅读量过千的文章达 25 篇。2017 年共计开展 7 场落地活动，人民网、新华网、央

视新闻等近 50家媒体给予报道。 

一、人道救援网络 2017年度大会 

4月 12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加多宝集团支持的以“打造行业影响、

提升专业能力、推动共同发展”为主题的 2017 人道救援网络大会在京召开。中国

扶贫基金会刘文奎秘书长、加多宝集团党委书记庞振国、中国扶贫基金会王鹏秘

书长助理、国际应急管理协会副主席曲国胜、国际美慈组织中国首席代表彭彬、

22家人道救援网络成员机构代表、战略合作伙伴代表及媒体记者等参加了会议。 

二、“协同•2017”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实兵演练 

5月 8日-12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紧急救援部刘志华主任助理等三人，参加由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和浙江省政府在浙江绍兴市主办的“协同•2017”社会力量参

与救灾实兵演练。中扶人道救援队作为浙江省外 3支救援队之一受邀参演。国务

委员、国家减灾委员会主任王勇、民政部部长黄树贤、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袁家军等领导出席并观摩演练。王勇国务委员接见了中扶人道救援队代表。 

三、向灾害 SAY NO！——5•12全国减防灾社区公益活动 

5 月 11 日，由中国气象局、中国地震局作为指导单位，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

的 “2017‘向灾害 SAY NO’——5.12 全国减防灾社区公益活动”在中国气象局

气象影视大楼举行。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秘书长助理王鹏、民政部减灾

司副巡视员方志勇、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副司长葛小清、中国地震

局震害防御司副司长韦开波、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主任潘进军、北京

师范大学教授李京、国际应急管理协会副主席曲国胜，向灾害 SAY NO公益活动形

象大使著名演员高亚麟先生、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尼格买提·热合曼先生，以

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的 4 位高中生减灾小教官，北京蓝天丰苑小学的

30名师生，国内外 20 余家公益组织活动合作方代表参加了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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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八届国家综合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论坛 

5 月 10 日，王鹏秘书长助理代表我会参加第八届国家综合防灾减灾与可持续

发展论坛，并在论坛上发表“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国际灾害救援工作的实践”主题

发言。 

五、《小学生防灾减灾教育指南》发布会 

11月6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的“儿童防灾减灾教育研讨会暨《小学生防

灾减灾教育指南》发布仪式”在京举行。在发布会现场中国扶贫基金会王鹏秘书

长助理、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政策研究室主任祝明、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郑増仪、国际应急管理协会副主席曲国胜、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

心副主任潘进军等20多位教授、专家、学者，包括救助儿童会、世界宣明会、国

际计划、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壹基金等20多位防灾减灾教育项目负责人，就《指

南》的六个板块以及儿童综合防灾减灾教育方法，进行了讨论。 

六、2017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扶贫研讨会暨暖冬行动启动仪式 

11月 30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服装协会、

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联合发起的“2017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扶贫研讨会暨暖冬

行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此次会议围绕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扶贫模式、企业有效

参与灾害救援的应对路径进行了讨论，并对 2017 年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救灾扶贫工

作中做出贡献的 28家爱心企业进行了表彰。 

七、《社会力量参与一线救灾行动指南》发布会 

12 月 28 日下午，《社会力量参与一线救灾行动指南》发布会在民政部国家减

灾中心举行。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郑文凯、民政部救灾司副司长杨晓东、国家减

灾中心副主任俸锡金、紧急救援促进中心副主任高玉成、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

长王鹏、社会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及有关社会组织、行业专家代表等 70余人

参加会议。 

 

第五部分  能力建设 

由于我部不断拓展救援工作领域并面临国际救援的次数越来越频繁，面临同

行和国际挑战日渐显著。为了推进我部灾害管理领域能力建设和国际救援团队学

习和应用国际标准和工具，2017年紧急救援部能力建设从以下两个方面： 

一、救援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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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紧急救援部牵头 ，邀请独立顾问 Richard，美慈成都办公室项目官

员彭彬开展我会国际救援能力建设第三期 TTX桌面演练。紧急救援部和国际救援

部门的负责人、和员工等共 14人。由参训团队根据模拟演练情况提出并筛选的基

金会国际救援工作建议共 16条（按紧迫和重要程度排序），其中十一条优先行动，

培训结束后所有学员提交项目培训学习心得共计 14 篇，并通过 3 次联络推动会，

初步完成我会国际救援一线工作手册。 

12月 19日至 20日，紧急救援部许姣参加由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主办的"提升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际灾害援助行动能力培

训"与协调演练，现场参与国际救援协调工作模拟演练，学习不同部门、机构、组

织间协调会议工作方式方法。 

二、培训与学习 

4月 16日，紧急救援部全体成员参加有中扶救援队新成员高浪浪和张鑫分别

就急救训练，和地球地震知识进行了分享。全体员工都实际参与的训练和考试 

6月 22日，紧急救援部全体员工连线日内瓦，学习来自联合国国际救援培训

机构 ICVR分享的联合机制培训课程。 

6月 23日上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邀请，来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安全

与危机管理的两位专家 Fadi Farra先生和 Susan Ansler 女士为我会灾害救援工

作人员开展了“国际人道主义行动安全与危机管理 7大准则”的培训。 

三、制度建设 

2017中扶人道救援队队员手册 

2017中扶人道救援队工作执行手册 

大型灾害援助项目框架协议 

中小型灾害援助项目框架协议 

人道救援网络运营管理手册 

企业战略圈运营机制 

基金会大灾操作手册（2017版） 

 

 

灾害救援部 

2017年 1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