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扶贫工程·白内障复明项目 2019 年度总结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整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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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年度项目执行概述

光明扶贫工程·白内障复明项目自 2018 年 5 月成立以来，累计筹集善款

115.94 万元，累计支出 45.87 万元，直接受益人数累计达 200 人（次），为 200

人次提供了医疗手术救治，帮助他们重现光明。已经覆盖了河北省、山东省（直

辖市/自治区）16 个县（市/区）。2019 年，该项目探索项目执行模式，开展项目

试点工作，筹集善款 105.8 万元，投入款物支出 45.31 万元，覆盖河北省、山东

省 16 县（市区），受益人数为 200 人（次），建档立卡 200 人次。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1. 项目筹资：

（1）收入情况（笔数/金额、个人/机构、来源渠道、同比等）；

收入：105.80 万元。其中，山东残疾老兵王堃捐赠 30 万元，支

持“光明扶贫工程·白内障复明”项目。通过中国社会扶贫网公众捐

赠 75.8 万元。

2. 项目管理：

（1）款物支出情况：2019 年度支出 45.37 万元，覆盖河北省、

山东省 16 县（市区），受益人数为 200 人（次），建档立卡 200 人次。

（2）受益人情况（覆盖及数量情况）

定点医院 拨款金额 手术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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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泽秀明医院 12000 8

丰宁满族自治县医

院
15007.59 10

（3）项目运行情况（制度建设、流程完善、培训工作、项目检查等）（如

果有招标事项，建议说明）。

完成项目手册、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监测办法、确定与省卫健委、

扶贫办签署合作备忘，与定点医院签署合作协议的项目执行模式。

三、项目挑战及应对措施

2019 年开始深度参与国务院扶贫办发起的“一病一学”项目，面

临着两个大的挑战。

一是项目执行模式的挑战，“一病一学”的是完全政府推动实施

模式，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的推动。由国家部委正式发文，到地方上

多部门联合实施，需要重新制定项目实施的理念和流程；

二是国务院扶贫办对这个两个项目的实施，非常强调“两会一网”

的协调推进，由基金会、促进会和扶贫网共同来推进，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需要很多的机构之间的协调，以及向国务院扶贫办领导的项目汇

报工作。



应对措施是制定项目实施的理念和流程，加强机构协调和汇报工

作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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