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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幸福工程项目介绍

一、项目背景

1995 年 2 月，“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在彭珮

云、王光美等国家领导人和爱心人士的倡导推动下，由中国

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原中国人口报社联合

发起，以“治穷、治愚、治病”为内容，以“小额资助、滚

动运作、直接到人、劳动脱贫”为模式，目的是为改变农村

贫困母亲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让贫困母亲经济上得实惠、

生活上多保障、社会上有地位。1997 年起，中央和国家机关

各单位连续 25 年为幸福工程捐款，共计捐赠 13872.27 万元。

2008 年，幸福工程获得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2011 年荣获中民慈善信息中心颁发“慈善推动者”称号 ；

2012 年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推选为“扶贫创新项

目”；2020 年获得凤凰网行动者联盟 2020 公益盛典“年度

十大公益项目”。

二、项目转型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提升和扶贫力度加大，贫困人口数量

逐年减少，绝对贫困人口实现全面脱贫，幸福工程最初的使

命已基本完成。为了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2020 年，项

目积极转型升级，更名为“幸福工程”，项目宗旨变更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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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困境母亲，建设幸福家庭”，帮扶对象由“贫困母亲”扩

展为“困境母亲”，通过“多元帮助，精准到人，扶持带动，

防止返贫”的帮扶模式，为困境母亲和家庭在“扶弱济困、

扶智赋能、扶助健康”方面提供帮助。截至 2021 年底，已

在 29 个省的 965 个项目点开展过项目帮扶，累计投入资金

21.88 亿元，帮扶困境母亲 36.03 万人，惠及人口 152.73 万

人。

三、主要运作模式

27 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中央和国家机关、

社会爱心人士的关怀下，幸福工程通过滚动运作、结对帮扶、

三下乡活动、农村妇女自组织培育、城市社区支持计划、善

佑母婴等项目模式（主要运作模式详见附件 1），对农村、城

市困境母亲进行全面帮扶。

四、2021 年幸福工程收支情况

2021 年，幸福工程动员社会筹集资金 3706.71 万元，其

中，中央和国家机关捐款 1437.6 万元（中直机关 165.35 万

元、中央国家机关 1272.25 万元），河南受灾女性家庭救助

募款 1502.66 万元，社会公众捐款 766.45 万元。

全年支出 2193.75 万元，其中，困境母亲滚动运作 785

万元，三下乡活动 249 万元，河南受灾女性家庭帮扶 920 万

元，直接受益 4000 余人，间接受益约 1.2 万人。（设点情况

详见附件 2-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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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2 年母亲节捐款筹备情况

为让捐赠人更好了解幸福工程项目，设计制作宣传海报、

宣传年报、成果展示易拉宝，并将电子物料发至各部委捐款

活动负责人。制作宣传布袋，宣传品制作数量较往年有大幅

增加，已根据各部委捐款人数，合理配置，连同纸质版宣传

年报、海报，一并发放至各部委，目前已发放到位。编制捐

款路径（现金、支票、银行转账、微信等不同渠道），接受

各部委电话咨询，满足各单位个性化需求，制作专属捐款二

维码，便于统计汇总。其中，根据中国银行有关要求，上线

中银公益平台，该单位职工捐款将在该平台完成。

感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

单位对幸福工程的关心与支持，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项目管

理与执行，做好捐赠人服务与反馈，帮助困境母亲，奔赴幸

福之路。

附件：1. 幸福工程项目主要运作模式

2．中央国家机关设点情况（1998-2021 年）

3．幸福工程 2021 年项目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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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幸福工程项目主要运作模式

序号 项目类型 主要内容 资金来源

1 滚动运作

主要在“扶弱济困”方面开展工作。对每位受
助母亲给予 5万元以下资金支持，资助其因地
制宜开展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商业经营等产
业，通过辛勤劳动摆脱困境，致富后带动身边
妇女共同发展。帮扶资金采用滚动运作模式，
周期一般为 3年，资金回收后继续帮扶有需要
的困境母亲。

中央和国家
机关捐款；
爱心企业/
个人捐款

2
三下乡活
动

“三下乡”即有关文化、科技、卫生方面的内
容知识在农村普及，促进农村文化、科技、卫
生的发展。“三下乡活动”主要在各部委对口
帮扶地区开展，中央国家机关当年捐款总额的
20%用于“三下乡活动”，通过活动改善基层的
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条件，促进农村文化卫生
事业的发展。

中央国家机
关捐款

3 结对救助

帮扶刚刚脱贫地区、偏远山区、革命老区、少
数民族地区等因病致贫返贫、遭遇重大灾害、
事故等情况的受助母亲，帮助其渡过难关，改
善生活现状。结对救助采取一次性资助方式，
帮扶资金不回收。

爱心企业/
个人捐款

4
农村妇女
赋能培训

主要在“扶智赋能”方面开展工作。通过职业
技能、公共卫生、运营管理、个人领导力等方
面开展赋能培训，提高受助母亲生产技能、职
业技能、社区服务管理能力、领导能力，使其
提高自身素质，有能力改善自身生活，有能力
为乡村提供社会服务，共同解决社会问题。

爱心企业/
个人捐款

5

城 市 社
区、流动
妇女支持
计划

关注城市流动妇女及其家庭、失独家庭、因病
返贫家庭等，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包括儿童早期
教育、社区教育、互助养老、社区妇女自组织
培育等公益项目，有效解决城市困境妇女面临
的就业、子女教育、身心健康、性别平等、城
市融入、权益维护等系列社会问题，同时开展
相关课题研究，推动领域发展，影响政策倾斜。

爱心企业捐
款

6
善佑母婴
行动

主要在“健康扶助”方面开展工作。通过健康
科普讲座、健康宣教、义诊、专家咨询等方式，
提高受助母亲健康素养，并对常见疾病进行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减少因病返贫致贫的
发生。2020 年起，开展“幸福工程—善佑母婴”
行动，包括导乐分娩公益活动，向有需求且符
合条件的医院捐赠导乐设备，助力医院降低剖
宫产率，保障母婴安康，组织符合条件的女性
免费进行导乐师培训，赋予工作技能并推荐就

爱心企业/
个人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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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展宫颈病科建设公益活动，向有需求且
符合条件的医院捐赠宫颈癌筛查、宫颈疾病治
疗设备，支持医院建立宫颈病科室，预防宫颈
癌的发生，帮助广大育龄妇女提高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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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中央国家机关设点情况（1998-2021 年）

截至 2022 年 4 月，中央国家机关各单位捐赠的善款，

已支持幸福工程项目在 24 个省（区、市）138 个县（市）设

立项目点，帮扶 3 万余位困境母亲，惠及人口 13 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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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幸福工程 2021 年项目开展情况

序号 项目类型 投入资金 备注

1 滚动运作 785 万

分别在陕西南郑、甘肃肃南、湖南新田、
贵州省万山、云南省建水、新疆沙湾设立
项目点，每个项目点投入 30-200 万元不
等，帮扶 221 位困境母亲。

2 三下乡活动 249 万

分别在河北、安徽、河南、湖南、广西、
重庆、四川、西藏、山西开展“三下乡”
活动，每个项目点支持 20-35 万元不等，
共计投入帮扶资金 249 万元，用于采购电
脑、文体、医药等物资。

3 结对救助 20 万
结对帮扶新疆自治区托里县 10 位困境母
亲，每位母亲帮扶 2万元。

4
农村妇女自组

织培育

项目资金为

2020 年投入

（290 万）

联合昆明惠海、陕西妇研会两家社会组
织，共同推进云南、陕西、内蒙古妇女组
织能力建设项目，通过提供公共卫生、运
营管理、个人领导力等方面培训，提升妇
女社区管理能力，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探
索妇女自组织服务当地社区的有效模式，
帮扶妇女 207 人，培育妇女骨干 17 位，
支持成立妇女小组 20 个，开展培训活动
113 场，4225 人次参与活动。

5
城市社区支持

计划
100 万

资助北京、山东、广东等十家社会组织，
开展儿童照料及社区教育、互助养老、社
区妇女自组织培育等行动，解决广大妇女
面临的经济压力、性别歧视、社会参与度
低、生育困境等诸多问题，围绕城市社区
妇女面临的真实问题与公共需求，推动社
区参与及可持续发展。

6 善佑母婴行动

13 万
(设备捐赠价

值326万元,计

入2022年捐赠

收支)

在四川、北京，组织项目推进会、项目交
流会，已向各地医疗机构捐赠 12 台（套）
导乐及宫颈治疗设备，帮助医院提高诊疗
能力和水平，降低剖宫产率，提高自然分
娩率，积极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帮助广大
育龄妇女提高健康水平。

7
河南受灾女性

家庭帮扶
920万

为河南新乡等地 920 位受水灾影响严重
的低收入女性家庭提供资金帮扶,帮助其
渡过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