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扶贫工程·白内障复明项目 

2019 年度第一季度项目总结报告 
（2019 年 1 月 1日-2019 年 3月 31 日） 

一、项目基本情况概述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定》，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起“光

明扶贫工程·白内障复明项目”（以下简称“白内障项目”）。 

在国务院扶贫办的领导下，中国扶贫基金会会作为项目

公开募捐单位，会同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作为白内障项

目的组织实施单位，负责资金募集、管理和拨付资金、受理

项目申报、监测项目实施情况和效果。中国社会扶贫网作为

信息发布及众筹平台。 

（一）项目目标 

项目实施期内（2017年7月25日至2020年12月31日），

通过面向社会募集资金，对经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核准的建档立卡贫困白内障患者实现免费救治全覆

盖，并建立长效机制。 

（二）受益对象 

在定点医院接受救治的建档立卡（含已脱贫建档立卡户）

白内障患者。 



（三）医疗救治 

定点医院严格按照《光明扶贫工程工作方案的通知》（国

卫办医函【2017】760 号）中规定的《白内障手术操作规范

及质量控制标准（2017 年版）》、《年龄相关性白内障临床路

径》等文件的要求规范临床诊疗行为，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

并承担相应责任。 

（四）补贴标准 

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针对建档立卡贫困白内障患

者的医疗救助，在享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商业补充保险和建档立卡贫困户报销等基础上，项目

采取实报实销形式，补贴定点医院垫付的患者个人自付部分

医疗费用，每只眼补贴上限 1500 元，确保患者获得免费救

治。 

二、项目收支情况 

项目自 2018 年 8 月 3 日公开募捐以来，累计接收公开

募捐资金 162316.32 元，其中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当期

接收公开募捐资金 62402.3元。当期支出 131269.15 元。共

有 182人次受益。 

三、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立项及公开募捐备案 



项目自启动以来，我会完成项目会内立项工作，为项目

设立了资金专项，接收捐赠资金。并在财务账上单设科目，

进行专项管理用。 

2018 年 7 月 23 日，完成项目在民政部慈善中国公开募

捐备案工作。8 月 3 日开始正式对外公开募捐，接收社会捐

赠。 

（二）开展项目调研，探索项目模式 

2018 年 10-11 月期间，项目工作人员分别赴云南省、安

徽省、河北省调研光明扶贫工程·白内障复明项目开展情况。

与各省扶贫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项目负责人召开座谈交流

会，了解省项目推进规划、项目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成效与经

验等。并实地走访云南省大姚县、祥云县、巍山县，安徽省

灵璧县、河北省井陉县，与县扶贫办、县卫计局、县残联、

医保、县医院等相关人员座谈，了解项目实施流程、医疗救

治过程、信息申报内容等情况，探讨与省扶贫办、卫健委、

项目定点医院合作模式。 

（三）项目实施 

确定项目模式，开展河北省项目实施工作，与河北省定

点医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并展开拨款工作。 

 

定点医院 拨款金额 救治患者例数 

井陉县医院 3588.35 13 

雄县医院 9528.27 8 



安国安氏眼科医院 9128.02 14 

泊头市第三人民医院 9846.54 8 

滦平县中医院 11493.68 20 

涞水县医院 26941.19 41 

定州市人民医院 10406.51 18 

沙河市人民医院 6976.97 14 

安新县医院 565.45 1 

沙河新建眼科医院 20084.99 27 

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 2668.29 2 

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 2473.19 6 

辛集和平眼科医院 12425 10 

四、项目宣传推广 

1017扶贫日期间，在国务院扶贫办的指导下，我会制定

了 1017 项目宣传方案并承办了“光明扶贫工程·白内障复

明项目”亮相扶贫日的活动，并在 1017 扶贫论坛主论坛及

20 个平行论坛、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会场场内及场外区

域布置项目的宣传视频、图片，全方位、多角度向与会的国

家领导人、部委领导、参会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展示项目，

提升项目的影响力和相关系统对项目的认识，树立项目高端

形象。 

设立白内障项目体验区，参与体验的领导及嘉宾佩戴白

内障模拟眼镜，模拟白内障患者日常生活开锁、穿针引线，

体验白内障患者视力模糊感，感受白内障给患者生活带来的

不便甚至困难。并在由国家卫健委主办的健康扶贫分论坛上，



安排光明扶贫工程·白内障复明项目倡议发布仪式，我会王

行最执行副理事长宣读倡议书。 

王行最执行副理事长在健康扶贫论坛发起白内障项目倡议书 

五、项目故事案例 

82 岁老人为爱千里寻光 “我要再看一眼我家老伴” 

(转载自腾讯 中国人的一天) 

邱田志，82 岁，白内障患者。17 岁那年，她嫁到宁陕

秦岭深山上的一座小山村，在土墙茅屋间，六十多年，一过

就是一辈子。而这六十多年的相依相守，成为老伴去世后，

她最珍贵的回忆。在养老院的日子，邱奶奶最大的期望就是

有一天能回山里，去老伴儿的坟头说说话。但这个愿望，却

因双目失明而显得遥遥无期。 

邱奶奶一生没有孕育儿女。两年前，老伴儿去世后，外

甥娘俩便是她最亲的亲人了。外甥还记得那一天：“舅妈一



个人慌慌张张地跑到我们家来喊帮忙，她见到我妈就哭了，

说舅舅去世了。我们跟着上了山，把舅舅葬在了老房子后头。”

深山里老人无人照顾，外甥决定将邱奶奶送到养老院去。“我

们劝了她好多次，她都不肯，一直说要守着老房子和老头子

的坟。”后来村里做了工作，终于哄着她下了山。养老院有

人照顾，设施好，邱奶奶却仍惦记着山中生活的点滴。一年

前，邱奶奶的眼睛就逐渐看不见了。她随身带着老伴唯一的

照片，时时捧在手中，却再也看不清。那时候她觉得，这辈

子都再也回不到大山了，再也不能看一眼住了一辈子的老房

子。 

邱奶奶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人生还能迎来新的机会。今

年 5 月，她成为“光明扶贫”工程首批扶助的贫困白内障患

者之一，将获得治疗白内障的免费手术机会。邱奶奶平生第

一次进医院，第一次住院接受全面检查，第一次动手术。 

面对这许许多多的人生“第一次”，这位 82岁、目不识

丁的老人克服了很多恐惧和惊慌。抽血化验时她会害怕，在

各种仪器前心里无比忐忑，动手术前她更像个孩子，问了医

生和护士好多次究竟痛不痛……而支撑她坚持下去的，是要

回家看看的心愿。 

成功完成手术后，医院还安排邱奶奶留院观察了将近两

周。在医生为邱奶奶拆掉眼睛上纱布的一瞬间，清晨的第一

缕阳光恰好溜进病房。眼前的一切从模糊到清晰，从黑暗到



光明……兴奋得一夜都没怎么合眼的邱奶奶迫不及待地出

了院。这一天正是老头子的祭日，老俩口阴阳相隔已足足 730

个日夜。再见光明的她终于可以重回日思夜想的大山，再看

一眼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再到老头子的坟头上一柱香了。 

出发前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老伴

做一碗手擀面。当天很早邱奶奶就亲自和面、擀面、切丝、

煮水、下面、煎蛋……这是一碗做了数十年的面，是一份相

守一辈子的陪伴。 

走了几十年的山路，如今由三位碧桂园的志愿者背着邱

奶奶走过。 

相隔七百多个日夜，邱奶奶终于回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

当年的土坯老房，历经风吹雨打屋顶已塌了，但家里的摆设

仍保持着当初离开时候的样子。 

这一排收音机，是老俩口相伴生活的“甜蜜信物”。山

里没有电，更没有电视，他们买来收音机，听听广播音乐就

是日常生活里最大的乐趣了。邱奶奶的外甥不无羡慕地说：

“经常见他们坐在一起听，还一起唱。有时候跟着收音机唱

文明歌，有时候也唱唱我们这儿的山歌，每次都让我听得入

了迷。”收音机听坏了一个再买一个新的，旧的也不扔，几

十年下来，老房子里一排收音机。 

在老伴坟前，邱奶奶轻声细语诉说着这两年自己的经历。

“老头子，我回来看你了。政府照顾我去住养老院，可去年



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没办法过来看你。今年多亏这些好心人，

我眼睛又能看得到了。” 穿越了病痛与思念，这碗浓缩了邱

奶奶朴素而深切的爱的手擀面，如今，终于安稳地摆到了老

伴的坟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