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冬令发放项目项目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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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9/01-2016/2/28 实施区域 河北、天津、辽宁、吉林、

河南、上海、江苏、浙江、

山东、云南、湖北、湖南、

福建、甘肃、四川、海南、

广西及广东十八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 

受益对象 受灾户、五保低保户等贫

困户、敬老院等 

受益人数 33,938 户， 59,601 人 

预算资金 16,000,000 元 实际支出 14,635,205 元 

差异分析 1.福建省、江苏省：实际发放与预估的差异（约少 200 人） 

2.山东省平度县、广西省马山县、广东省广州番禹区：取消发

放（约 1100 户 3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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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秉持直接、重点、尊重、务实、及时的原则，进行冬令发放。 

2) 让贵州、河北、福建、广东等省山区贫困乡亲安渡严冬，欢

喜迎接农历新年，落实冬令发放的深度与关怀。 

3) 藉直接发放方式，传递人与人之间，至真至诚的大爱理念；

带动邻里小区，互助互爱的感恩情怀。 

4) 于发放现场倡导注重环境与个人卫生，以降低常见卫生相关

疾病感染的机率。 

5) 带动乡亲做环保，藉此传递与地球共生息的环保观念。志工

见苦知福，体会生命宝贵与无常，进而更加把握因缘，珍惜

每次付出行善的机会，从知福进而惜福再造福。 

2.执行方法 

1) 于发放的数月前甚至年初进行访视评估，了解受灾或贫困户

是否需要物资补助、需要哪些物资。 

2) 务实评估户数、人数及所需物资后，进行物资采购筹备。 

3) 农历春节前为受灾乡亲以及贫困地区乡亲亲手致赠冬令物

资。 



3.执行策略 

1) 为筹备今年的冬令发放，慈济人已于发放的数月前展开探

勘，深入山区与乡间了解乡亲的生活起居与物资所需。并奔

走筹备各项物资。 

2) 透过各地志工实地下乡访视，在与相关部门会商后，张榜公

布，落实花名册。 

3) 农历春节前，用真诚、尊重的心，慈济人结合爱心人士，共

同为受灾乡亲以及贫困地区乡亲亲手致赠冬令物资，发放除

了采入村定点模式，部分也集中在城镇实施；而如果乡民行

动不便，或者发放地点过于偏远，志工也会设法亲送到府，

也同步启发出租车、私家车为乡亲义务载送献爱心。甚或另

备素筵款待，传递人间温情，给这些困难的群众一分来自社

会的贴心关怀。 

实施效果 1.寒冬送暖让贫困民众安心生活 

在寒冷的冬天，一群素未谋面的人齐聚为贫困民众忙碌，用感

恩、尊重与爱亲手致赠过冬物资，送上的不仅仅是有形有限的

物资，而是无形真挚的关爱与尊重。贴心的评估所需、用心的

采购上乘的物资、专心的打包致赠物资，让贫困的乡民感受到

社会的爱与尊重，带着这份祝福自尊自爱的生活下去。 



2.扎实的提报网络 

有慈济人的地方，与各地政府等相关单位保持互动联系，通过

在地的志愿者、街道、民政等组织成爱的网络，因应实际需求

与提报 ，让贫苦家庭不畏严寒，及时得到冬日的温暖。 

3.珍贵的收获 

1) 藉直接发放方式，传递人与人之间至真至诚的大爱； 

2) 带动邻里社区之间，互助互爱的感恩情怀。 

3) 结合在地爱心人士与团体一起，付出爱心。 

项目特色 1.人力配置 

(1)由在地志愿者务实访视评估，依提报对象进行规划与分组。

相关发放的核算作业，由志愿者依实际发放情形，执行发放及

签领；之后，由项目处同仁协助追踪。 

(2)发放时邀约在地志工及其他爱心人士一起参与付出，依发放

现场实际功能所需分工定位，并由有经验的志愿者进行经验分

享，让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 

2.政府支持 

领导肯定、支持、亲自参与：慈济多年冬令发放离不开各地政

府及领导的支持与协助，肯定慈济冬令发放的各项工作，用心

协调，包括事前访视关怀的陪同引导、发放细节事宜的沟通、



发放现场的疏通交通、场地安排等。良好的互动与感动也带动

了领导一起参与，落实慈善关怀在当地。 

3.邀约与其他组织、爱心人士一起参与 

除慈济的志愿者，同时邀约本地的爱心组织或个人一起参与付

出，如苏北春蕾助学生在老师的组织带动用一起穿上慈济志工

背心，为同乡人付出。 

                       三、项目成效自评 

社会需求 迫切性 访视时发现有些乡亲务农维生，连年干旱或风灾造

成田地歉收，苦不堪言；又或病者无力救医，老者、

残者听天由命，中国人由来重视一家团圆过好年，

故需在冬日寒冷时送上急需的物资及家人的关怀。 

针对性 务实访视与评估，针对有需要的受灾户、五保低保

户进行物资发放。 

发放物资针对各区实际所需进行评估，甚至走到每

户家中务实评估所需，就地个别采购致赠。 

项目设计 公益性 实际走访务实了解民众之所需，以期做到精准扶贫

之目标。同时，要让爱的循环扩大影响层面，要让

人人慈善具体可行，努力为和谐社会奠基。 

可行性 管理制度到位，及志愿者服务的人力、物力与资金



的支持力度未曾断过。冬令发放项目积累逾 25 年

的经验，加诸组织志愿者必须接受我会一定时数的

教育训练，具备积极服务的性格及敬业的态度，才

能为项目的可持续性做好规划，并执行之。 

创新性 发放方式：以务实评估亲手致赠物资，除单纯物资

发放，带动爱心人士、宣导环保等，甚至备素宴享

受健康美味，体会过年的滋味。 

发放物资：务实评估所需物资，志愿者亲自比质比

价用心采购。 

延续关怀：发放中若发现需要长期关怀的贫困家人

则列为长期关怀户进行日常的关怀与补助。 

落地性 对于慈善项目，我会皆是亲力亲为，就算与其他慈

善机构合作，也是以诚以情，用实际付出的行动感

动对方，并邀约同行志愿服务，同时鼓励在地乡亲

走出来担任志愿者，里仁为美。 

根据成果报告，每次的动员状况，小区志愿者的比

例，普遍在五成左右，亦证明其可参与性、推广性。 

团队能力 专业性 分工明确：所有参与者皆有分工，依每个人的经验

做适切的承担。 



职责明确：各功能分组有其对应的职责，在发放中

各司其职。 

经验传承：作为窗口的志愿者经过多年慈济志愿者

培训，且有多年发放经验。分组认功能安排志愿者，

由有经验的志愿者主责陪伴未有经验者。 

应急机制：现场若遇紧急情况，则默契由总协调志

愿者处理，以免造成发放现场的混乱。 

经验能力 常态化且具有长期性的项目，经过逾二十五年的磨

练，已积累随机应变的能力，但志愿者和专职人员

不失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物资需求评估、发放方式

等方面用心规划以更贴心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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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当地政府熟悉度不够，取消发放。 

【解决方案】 

 彼此多互动，建立互信，让当地政府了解慈济。 

2.实际发放与预估的差异 

【解决方案】 



 持续与执行地区志工、政府等沟通宣导慈济理念，取得理解

与共识，以期减少落差。 

2.少数民众因各种原因无法来领 

【解决方案】 

 提前与各地了解发放对象中有哪些人当日无法亲自领取，在

发放规划时另案讨论，安排志愿者分别入户访视发放。 

3.发放现场一人代领多人情况 

【解决方案】 

 了解代领原因，评估代领情况是否合理。若为合理，则代领，

并请当地政府出具代领证明函以备查；若不合理，则另案讨

论，安排志愿者分别入户访视发放。 

4.发放结束后剩余物资的管理问题 

【解决方案】 

 总结过去经验、及时反馈、调整相关筹备事宜，解决可能遇

到的问题（如大型发放物资备份数量与比例），降低实际执

行与预估的差异性。 

 发放前、中、后负责同仁、志愿者做好追踪、管理与核销。 

未来的规

划与展望  

持续落实访视、务实评估，以期将十方爱心捐款，志工用心评

估所购物资致赠给确实需要的贫困民众，安度严冬过个好年。 



透过物资，传递社会的贴心关怀，期盼引发「爱的循环」，鼓励

更多善心人士加入爱心行列为和谐社会的建构奠定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