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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宝”汇爱心
受助人安心就医

“他今天能恢复这么好，多亏了这笔爱

心款！”来自马屿的受助人何某是“爱心帮

扶宝”资助的首例对象，说起“爱心帮扶

宝”，何某妻子连连道谢，说如果没有在平

台发起爱心众筹，根本没办法支付医疗费。

何某因身体原因丧失劳动能力，靠妻

子微薄的手工收入维持生计，家庭生活很

困难。今年年初，何某因脑梗、颅内感染等

病症在市人民医院接受救治，本就负债累

累的家庭花光了借来的10万元后，无力继

续支付医疗费用。5 月底，马屿爱心之家

志愿服务队志愿者、社工吴贤兴得知后，准

备发起爱心活动帮助何某，恰逢当时市红

十字会推出“爱心帮扶宝”网络众筹平台，

他建议何某家人通过该平台寻求爱心救

助。

“经过多部门资格初审、复审，社工实

地走访调查，最终确认求助资格后再发起

筹款。”吴贤兴说，和其他网络众筹平台不

同，“爱心帮扶宝”的资格审查由民政、医

保、医院、红十字会等部门、单位联合审查，

求助信息更加准确可信。

在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以前在媒体

上看到这类救助，心里很同情，但觉得捐助

资金有限怕帮不上大忙，不好意思去捐款，

但是“爱心帮扶宝”可以发挥集腋成裘、聚

沙成塔的效果，从朋友圈上刷到求助信息，

点击链接，捐出一笔善款，对自己来说是一

份善心，对受助者来说则多了一线生机。

在此次爱心募捐活动中，何某收到

390 人次捐款，善款总额达 63368.86 元。

“得知爱心款一点点增加，我们也更加安心

了！”何某的妻子说。

多部门审查资料
爱心募捐更有信用

参与互联网公益的基础是真实、诚信

和相互信任，如果互联网公益筹款信息不

准确或存在水分，会影响参与者的积极性，

进而断了善源、失了善心。

“网络众筹平台长效运行的关键是信

用。要健全管理机制，提供真实可信的病

人基础信息、病情等资料，让需要帮助的人

通过正确的办法和渠道筹集资金，帮助家

庭渡过难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杨亭玉介

绍，和其他商业网络众筹平台相比，“爱心

帮扶宝”是官方平台，由政府主导，有严格

的求助门槛和严谨的审批流程。

据了解，受助人在平台发起众筹申请

后，市民政局负责审核其是否已纳入政府

社会救助（即列入低保、低保边缘户、特

困），对已列入政府社会救助的，由相应政

策予以救助，不再另行筹款。对初审符合

求助资格的对象，由市人民医院牵头预估

申请人所需医疗费用，再转至市医保局核

对医疗费用，估算出总医疗费用，作为确定

众筹额度的重要依据；最终通过联席会议

确定是否发布及筹款金额。

“严格的审核体系是为了真正体现弱

有所帮，让爱心人士的爱心和意愿用在刀

刃上。”时任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岑慎键是

该项目发起人，他表示，“爱心帮扶宝”平台

建设涉及多领域、多业务、跨部门协作，我

市出台了多个政策文件，成立工作专班，为

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有效保障，同时建立集

部门联审、联查、联议于一体的监管核查工

作机制，多部门联席会议确定申请资格，以

政府公信力激活善心人士捐款信心。全程

采用智能大数据与实地走访双审查，根据

社保、医保、医院综合评估，合理确定最低

众筹金额，让群众充分信任。

资金全程线上走
爱心资源用到实处

据了解，“爱心帮扶宝”平台于今年 5

月正式上线，已成功帮助 3 例重病患者减

轻医疗负担。在众筹过程中，累计参与爱

心人士 500 多人次，涉及志愿服务团队

11 个，收到祝福留言 100 余条。通过 3 个

案例的实践、经验积累以及功能的不断优

化完善，目前该平台已实现政府、银行、医

院、社会组织四方联动，数字化甄别，爱心

捐款全程监管，资金从捐赠到使用全程

“不着陆”，不经过受助人之手，直接且仅

用于医疗费用支出。

以受助人何某为例。他在“爱心帮扶

宝”募得的 6 万余元爱心款转账到专用账

户上，并非汇至个人银行账户。何某在医

院就医产生医疗费用账单，报平台审核通

过后，可从专用账户直接将这笔钱拨付至

医院账户。

“ 资 金 全 程 线 上 走 ，资 金 使 用 定 向

化。”市红十字会办公室副主任黄倩说，

“爱心帮扶宝”打通平台、银行与医院之间

的数据壁垒，在平台上设立医疗救助项

目，由市红十字会开设专门账户，下设 N

个受助人虚拟子账户，线上接收社会各界

募捐款项；医院账户产生医疗费用账单，

报平台审核后，由对应子账户拨付，资金

流向全链条可追溯。同时，改变善款拨付

到个人的操作方式，善款仅可单向支付给

市人民医院，且仅可用于支付医疗费用，

确保专款专用。

值得一提的是，该平台还设有“资金

池”，通过平台与捐款人、受助人签订协

议，善款如果有富余，则其自愿放弃这笔

款项，并回流到“资金池”，用于帮助其他

救助对象，破解富余善款归属难题。

为了确保慈善救助的公平性，该平台

的善款收支都在政府监管下进行，事前对

受助人进行调查、核实，事中接受群众监

督、举报，事后进行督查、公示；资金使用

实现云端留痕，所有用户均可实时查看资

金收支情况，真正实现“阳光化”运行。

资格审核“官方化”、资金流动“定向化”、平台运行“阳光化”

我市“爱心帮扶宝”让网络募捐更有信用
■记者 苏盈盈

近年来，网络众筹平台把千千万万普通人零散、微小的善心汇聚在一起，改变了以往“小众公益、大众围观”的

局面，帮助了不少无钱看病的患者。然而，由于此类商业平台缺乏相应的监管和规范，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

了不少负面事件，让爱心人士屡屡寒心。

如今，好消息传来！记者近日从市红十字会了解到，为规范网络众筹平台建设和管理模式，精准帮扶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对象，我市创新推出“爱心帮扶宝”网络众筹平台（以下简称“爱心帮扶宝”）。该项目荣获全省数据开

放创新应用大赛一等奖。

据了解，该平台是我市在数字化场景下打造的新型“帮共体”，通过政府部门间高效协同，联动解决社会问题，

杜绝因数据掌握不实、平台运行不规范导致的骗捐和资金流失现象，确保救助对象审核更为严谨、筹款更为有力、

救助更为精准、群众更为信任，为推动共同富裕的“瑞安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说身边变化
讲改革故事

RUI BAO

每一袋“特殊垃圾”
都有“身份证”

“一根棉花签也要分类放置，不能混

入生活垃圾桶。”近日，温州市生态环境

局瑞安分局工作人员走进各医疗机构、

集中隔离点，检查医疗废物收集处置情

况。

自 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后，温州市

生态环境局瑞安分局一直以严格的标准

规范处置医疗废物及集中隔离点垃圾，

并将收集、暂存、转移、处置全流程纳入

环保监管中，不定期开展督查，确保这些

“特殊垃圾”无害化安全处置，严守疫情

防控最后一道防线。

“集中隔离点产生的所有垃圾，均需

参照医疗废物处置标准进行处理。”温州

市生态环境局瑞安分局固体废物和辐射

环境管理中心负责人张锋介绍，本次杭

甬绍多地疫情突发，该分局第一时间组

建“特殊垃圾”清运工作专班，“点对点”

清运集中隔离点垃圾，同时派出专人进

驻集中隔离点，指导医疗废物分类收集、

暂存和转运，确保“特殊垃圾”处理到位，

严防二次污染。

“所有‘特殊垃圾’都有‘身份证’。”

张锋告诉记者，医疗机构和处置单位的

医疗废物、垃圾必须独立收集，不可混

装、混运，每一袋都有身份标识，确保转

运和处置全过程清晰可溯源，并做到日

产日清。据统计，12 月 7 日至 22 日，我

市共收集、转运、处置医疗废物 5242 箱。

“数字化”监管
确保医疗废水排放达标

有效管理医疗废水是控制疫情扩散

的重要环节。温州市生态环境局瑞安分

局积极探索数字化改革，强化线上监管，

充分利用智能技术，对定点医院的医疗

废水进行在线实时监控。

为确保辖区医疗机构监管与服务全

覆盖，医疗废水及时有效收集、转运、处

置全落实，该分局联合卫健部门第一时

间组建医疗废水督查队，根据线上监管

数据，就全域医疗机构废水处置进行现

场随机抽查，重点对市人民医院、市第二

人民医院等拥有 20 张床位以上的医疗

机构开展执法巡查。连日来，督查人员

深入医疗机构废水消毒间、废物暂存库，

查看废水处理设施运维情况，查阅废水

处理设施运行台账、加药记录以及自行

监测历史数据等，叮嘱责任人务必强化

管理，确保医疗废水达标排放，避免二次

污染。

此外，该分局还委托第三方监测单

位，检测各大医疗机构排放污水的酸碱

度、余氯含量等，督促各医疗机构保障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规范医疗废水管

理，织密疫情“防控网”。

本报讯（记者 陈成成 通讯员 黄凌云）

12月23日，陶山镇卫生院迁建工程项目举

行开工奠基仪式。据悉，该迁建工程将于

2022 年 1 月 7 日正式施工，工期约 650

天。新院建筑占地 18.35 亩，总建筑面积

14215.57 平 方 米 ，其 中 地 上 建 筑 面 积

10606.57 平 方 米（含 架 空 层 37.25 平 方

米），地下室建筑面积3609平方米，总投资

1.1亿元。

据介绍，陶山镇卫生院创办于 1952

年，是我市中西部地区规模较大的集医疗、

教学、预防、保健、体检、康复为一体的综合

性乡镇卫生院，是我市全科医师规范化培

训社区实践基地。该院下设荆谷分院，白

云、丰和 2 个卫生服务站，固前、渡头、社下

3 个村卫生室。作为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成

员单位，该院承担着辖区内（包括荆谷）47

个行政村、10.1 万名常住人口、1.1 万名外

来人口的基本医疗、院前急救、公共卫生保

障等任务，年门诊量30多万人次。陶山镇

卫生院现有业务用房 5202.66 平方米，核

定床位 50 张，开放床位 25 张。因受环境、

场地限制，该院基础设施无法进行大幅度

改造和完善，已不适应现代医疗条件下的

诊疗服务需求。此次卫生院迁建，将彻底

解决老院房屋老旧、就医环境差、不能适应

辖区群众卫生健康需求等问题。

据了解，陶山镇卫生院新院建成后，将

在现有人员配置的基础上，大力吸收各类

高精尖专业技术人员，计划添置核磁共振、

全自动血液检测仪器等大中型先进设备，

按二级综合医院标准进行科室设置和规

划，更好地满足片区群众的医疗服务需

求。新院建成后，周边群众将享受更优质、

更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不断优化群众就医环境，启动

一批卫生基建项目，仙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迁建、潘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

建、芳庄乡卫生院迁建、高楼镇卫生院两个

分院拆建等5个项目陆续开工；市第三人民

医院（马屿镇卫生院）、高楼镇卫生院今年相

继竣工投用；云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

建工程、汀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急诊

综合大楼工程等有望于明年开工。随着医

疗机构基础业务用房陆续投用（结顶）、开

工，群众就医环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硬件

水平将得到大幅提升，城乡群众看病难、看

病不方便等问题将得到有力缓解。

防疫期间
医疗废物废水如何安全处置？

记者带你探索疫情防控“最后一道防线”

■记者 陈异俗 通讯员 张哈镘 薛安

用过的防护服、医疗废物废

水、隔离点垃圾⋯⋯疫情防控期

间，各大医疗机构、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简称集中隔离点）产生的

医疗废物废水、垃圾众多，如果转

运不及时、处置不妥当，极易造成

病毒传播及二次传染。

那么，我市如何处置这类“特

殊垃圾”，怎样安全处理医疗废

水？请听温州市生态环境局瑞安

分局为你暖心解答。

好消息！
陶山镇卫生院迁建工程开工

检查医疗废水处理设备检查医疗废水处理设备

阳光卫生
RUI B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