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光明行动」项目报告书 

                        一、项目执行情况 

负责人 姓名：庄雪吟 联系人 姓名：时红霞 

电话：0512-80990980

转 2504 

电话：0512-80990980 转

2507 

项目时间 2014/03/01-2014/12/31 实施区域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 

受益对象 贫困家庭白内障患者 受益人数 800 人 

预算资金 800,000 元 实际支出 800,000 元 

差异分析 1、江苏省宿迁市因政府整体规划未提出援助需求 

2、实际手术患者超过原计划援助人数 

 

宣传总结 媒体名称 

报刊 新闻、网络 

慈济官网 慈济微信公众号 

                       二、项目实施情况 

主要内容 1.执行目标 

援助贫困家庭的白内障患者手术费用，使他们重见光明，改善

生活品质。并透过访视，关怀贫困患者在生活上及心灵上的慰

籍。 



2.执行方法 

由江苏省灌云县残联按照计划和资助对象条件提出受助名单，

慈济志愿者对贫困家庭白内障患者进行访视评估；经确定后，

与与江苏省灌云县残疾人联合会达成协议，委托灌云县残联指

定当地市级医院，为患者手术。术后由江苏省灌云县残联协请

有关乡镇、街道和学校，配合慈济志工走访受助患者家庭，关

怀陪伴受助患者，散播大爱的种子。 

3.执行策略 

1) 实地调查、严审名单。要求各地残联走村入户、调查贫困家

庭患者情况，并及时申报、审核、公示受助患者名单，保证

资助款能援助到真正需要的患者。 

2) 规范管理、明确职责。建立项目责任单位、执行单位制度，

市残联为项目实施的执行单位，项目所在县（市、区）残联

和受助患者所在地区为项目责任单位，确保项目实施规范到

位。 

3) 加强沟通、及时反馈。由当地政府及残联向慈济反馈受助患

者的生活情况，手术后反馈受助患者康复情况，让慈济看到

资助成果，以便能为江苏慈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实施效果 1.让心灵之窗重见光明 



位于苏北的这群无法见到光明的爷爷奶奶们，经由「光明行动」，

与当地的医院合作，以爱施术，让这些贫困的患者恢复视力与

生活自理的能力。 

2.改善生活品质 

「光明行动」让失去光明的人走出黑暗的世界，重新看见世间

的美好，恢复生活的希望，是这个行动的目标。生活都无法自

理的老人，恢复光明后可以洗衣做饭、缝补做鞋、种菜种粮，

发挥余热，增加生活自信心，让家人间更加和睦。 

3.带动医疗人文 

慈济医疗秉持「以人为本 尊重生命」的理念，一路走来，不论

是义诊、卫教宣导，或是提倡健康促进的新医疗观念，以提升

医疗品质与医疗人文为目标。透过「光明行动」把握机会与当

地医院的医生护士交流，共同营造爱的氛围，就是患者的安定

剂，透过彼此间的相互鼓励，参与义诊的医护人员视病犹亲。 

项目特色 1.人力配置 

关怀陪伴交给志愿者，手术交给专业医生，用爱与专业共同成

就。我会因应各项活动安排配备所需人力及分工，在当地各级

残联人员配合协助下进行入户走访，让即将手术的白内障患者



安心。 

2.政府支持 

1) 项目以当地政府、民众需求为导向，受肯定与邀约后进行项

目的评估与执行。 

2) 项目分工：建立项目责任单位、执行单位制度，市残联为项

目实施的执行单位，项目所在县（市、区）残联和受助患者

所在地区为项目责任单位，确保项目实施规范到位。 

3) 执行过程中当地各级政府事前严格调查贫困家庭患者情况，

协助与配合慈济入户走访、访视评估等各项事宜。 

                       三、项目成效自评 

社会需求 迫切性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白内障患者因病失去视力，造

成自己与家人的生活问题。若在病况成熟时及时进

行手术，则可完全解决这一问题。 

针对性 为帮助白内障致盲残疾人恢复功能，自 2003 年以

来，宿迁市政府每年都把“为家庭贫困白内障患者免

费实施复明手术”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残联作为项

目实施的牵头单位。宿迁市地处苏北，经济欠发达，

相应经费不足。我会因应当地需求，自 2005 年开

始列为慈济「光明行动」项目。 



项目设计 公益性 光明行动属于慈济医疗事业之一，使貧困患者都能

在有生之年摆脱白内障病症，重见光明，减轻社会

的负担，让社会充满希望，让爱心永远延续和发扬

光大。 

可行性 针对当地提出的需求，符合慈济援助原则与宗旨。 

当地政府实地调查、严审名单，且该项目规范管理、

明确职责，与当地政府加强沟通、及时反馈。故具

有可行性。 

创新性 慈济的「光明行动」不仅仅是予以手术的部分费用，

而是重点在与在手术前后进行访视关怀，一方面访

视评估、另一方面安抚即将手术的患者的心；同时

在此项目过程中，宣导「以人为本 尊重生命」的

理念，带动医疗人文。 

落地性 该项目原为宿迁市民办实事项目，基于当地既有手

术的成熟经验，慈济与其结合，并发挥所长，让该

项目在地有长远的执行前景。 

慈济人以互动关怀为主，实际前期的筛查、后续的

手术等均有在地政府、有相应资质的医院执行，结

合慈善与医疗专业，具有务实的在地化、推广性。 



团队能力 专业性 手术由当地残联指定当地具有相应等级与资质的

市级医院的专业医生、护士执行。 

慈济志愿者对患者及其家庭的的访视关怀，有来自

多年教育训练和不断精进学习的背景，及标准化的

指导，皆能展现专业素质。 

经验能力 自 2005 年开始开展之项目，经过近十年的磨练，

已积累随机应变的能力，能与被援助者及其家庭做

到有如家人一般的互动。 

团队配置 我会志愿者依其组织结构，人力规模大小，在安全

的前提下，有系统的布置各组功能，在团队默契下，

多能圆满达成任务。 

存在问题 1、实际手术患者与原计划援助人数 

【解决方案】 

 当地政府提出之援助例数为预估，在实际过程中需有专业医

师进行白内障是否成熟是否能在当年度进行手术的评估，故

会有需援助例数的落差 

 该项目在执行前已与当地政府达成共识，慈济以计划援助例

数为上限。若有不足则以实际手术例数结算；若有超过，超

出例数由当地政府自行吸收。 



2、江苏省宿迁市因政府整体规划未提出援助需求 

【解决方案】 

 宿迁市自 2005 年 12 月开始一直有提报援助需求，今年度当

地手术需求量不多、政府配套资金短缺、政府年度整体规划

等问题，故未提报。 

3、提报、访视、手术等时程安排紧凑，致深入访视与评估、反

馈不足 

【解决方案】 

 未来及时做需求的了解，以将项目及执行时程安排列入年度

工作计划。 

4、访视中发现有家庭条件尚可，未符合慈济援助原则 

【解决方案】 

 与提报单位继续详细说明与宣导慈济援助之原则--以白内障

患者中经济贫困者为援助对象。 

 提报后，及时安排志愿者进行全部的入户访视与评估，并反

馈给提报单位，做沟通与协调。 

未来的规

划与展望  

1. 直接帮助贫困家庭白内障患者，鼓励他们能克服生活困难，

好好生活下去。 

2. 通过补助金的发放等活动，培养患者热爱生命，热爱社会的



理念。 

3. 每年培养出当地志愿者加入成为社区志工及继续栽培已有

社区志工从事慈济活动。 

4. 让华东地区志工见苦知福，体会付出无所求的大爱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