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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 心安助医·眼明心安·西藏儿童盲及低视力诊疗能力提升项目

项目周期
2022.5.1-2025.4.30

（第一年度周期为 2022.5.1-2023.12.31）

开展地区 西藏

受益对象

1）西藏眼疾儿童：通过生活救助、义诊筛查和手术，减轻他们

因病造成的家庭生活负担，使其重获光明；

2）西藏眼科医生：通过医生培训、专家义诊带教、科研等形式，

提升儿童眼疾方面的诊疗能力；

3）西藏公众：通过科普教育，提高对儿童眼部疾病的认知度。

项目目标 提升西藏地区眼科领域的公共卫生服务水平，降低西藏地区儿童

盲及低视力发病率和诊疗成功率。

项目合作方
1）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价值和意义

进一步完善西藏自治区防盲和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眼科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推动西藏自治区眼科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不

断提高自治区人民的眼健康水平。

二、 项目总结

项目第一年度周期为 2022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围绕西藏医生

和患儿需求，开展了医生培训、科普教育、爱心义诊、手术带教、患儿关爱、基

层眼科医生进京进修等活动，为项目后续精准帮扶内容定位做了有价值的探索。

第一年度，项目覆盖西藏 5 地市 12 区县 19 家医院，累计受益人次数已达 6784

人次，其中救助患儿 12 人、儿童眼健康筛查 187 人、公益义诊 280 人、公益手

术 11 台、培训医生 173 人次、患教科普 6121 人次。

项目助力了西藏的防盲治盲工作，特别对儿童盲及低视力的“防”与“治”

更具有重要意义，得到当地卫健委的支持和肯定，西藏卫健委党组谭向东书记两

次出席活动现场并作重要讲话。北京市民政局对北京奇安信基金会和北京白求恩

公益基金会携手支持东西协作号召，助力西藏儿童眼健康的行动给予了充分肯定，

将本项目案例纳入了《第三届北京社会组织推介活动手册》，并在民政局相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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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平台进行了传播和报道。项目同时获评第十三届公益节 2023 年度公益项目奖。

三、 项目实施情况

1. 项目实施产出

第一年度，项目开展了患儿救助、义诊筛查、医生培训、患教科普各项工作，

具体产出如下：

项目活动 受益群体 开展时间 受益人次数

患儿救助 西藏儿童 2023.5.30-2023.7.31 12

儿童眼部筛查 西藏儿童 2023.6.25-2023.6.28 187

专家义诊 西藏眼疾民众 2023.7.13-2023.7.14 280

科普教育 西藏眼疾民众 2023.6-2023.7 6121

公益手术 西藏眼疾民众 2023.7.14 11

西藏医生培训 西藏眼科医生 2022.6-2023.12 173

合计 6784

2.项目活动

1）项目启动会

2022 年 6 月 6 日，白求恩•眼明心安-西藏儿童盲及低视力诊疗能力提升项

目正式启动。项目启动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百姓健

康电视频道举行。项目启动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西藏自治区卫生

健康委党组书记、副主任谭相东，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志伟，北京大

学医学部副主任肖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眼科

学组组长梁建宏，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援藏）、国家

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行风建设处处长陈虎，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格桑罗

布，北京奇安信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尹乃潇，北京奇安信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齐子昕

等各方代表及医学专家参与启动会。

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副主任谭相东亲临启动会现场，对此次项

目给予充分肯定。他从实施好本项目的三个“迫切要求”与大家分享：实施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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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恩·眼明心安-西藏儿童盲及低视力诊疗能力提升项目，是增进西藏各族群众，

特别是儿童健康福祉的迫切要求，是提升西藏眼科诊疗水平的迫切要求，是揭示

西藏眼科疾病防治规律的迫切要求。本次会议既是项目启动会，也是思想动员会、

工作部署会。为了切实做好项目内容，使人民群众受益，谭书记对项目实施提出

五点建议。最后，谭书记表示，本项目是为西藏各族群众、尤其是儿童谋福利的

项目，我们有信心、有经验、有基础、有条件、有实力去完成好，只有这样才不

愧对广大西藏眼科患儿的期待眼神。

启动仪式上，“白求恩·眼明心安-西藏儿童盲及低视力诊疗能力提升项目”

合作正式签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北京奇安信公益基

金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将各司其职，整合资源，以实现“促进眼科专业人才培

养，助推西藏自治区眼科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眼健康水平”的

目标。

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副主任谭相东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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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格桑罗布致辞

三方签约仪式

2）患儿救助

经与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西藏各医院协商，项目最

终设立“西藏盲及低视力患儿关爱补贴”，为西藏自治区内确诊为眼部重大疾病

且家庭经济困难得 0-14 岁儿童，提供 2000 元的生活补贴，以帮助减轻他们因治

病产生的额外生活压力。

2023 年 5 月 30 日，项目正式通过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西藏自治区人民

医院、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发布申请公告。截止 2023 年底，项目已收到并审核确

认 12 名符合标准的西藏眼疾患儿，并向他们提供关爱补贴金。

图-关爱补贴申报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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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患儿关爱补贴支付明细

图-患儿关爱家长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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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患教科普

本项目目前共通过 4 种形式开展了科普教育活动：

第一，线上视频模式。

受疫情影响，项目先通过线上模式，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专家进行录制

科普教育视频，由西藏眼科医生进行藏语翻译，在抖音平台开展线上科普教育，

并通过西藏医生群渠道在西藏进行传播。2022 年 6 月-8 月，项目共尝试开展录

制视频 3 期，内容如下：

患教科普（视频）

哪些宝宝出生后需要专业医生进行眼科筛查？

宝宝眼睛不能追随物体是有问题吗？

一定要和孩子玩的一个简单游戏

患教科普视频第一期：哪些宝宝出生后需要专业医生进行眼科筛查？

第二，科普文章模式。

除视频，项目还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专家撰写儿童眼科方面的科普文

章，探索通过网络进行传播。2022 年 6-9 月，共计发布科普文章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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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眼科医生

第二篇：2-3 岁女童眼癌去世引热议，那关于眼癌，你是不是也有很多问号

第三篇：基本按摩法教你拯救宝宝的泪眼汪汪

第四篇：光损伤系列之-当心孩子手中的激光笔

第五篇：脸上的“红胎记”，还需警惕致盲性眼病

第六篇：斜视如何早知道？

第七篇：孩子频繁眨眼是怎么了？

第八篇：护眼攻略-在西藏如何保护眼睛？

科普文章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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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志愿者医生进校宣教模式。

2023 年 6 月 25-28 日，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为主的 3 名志愿者进入西

藏林芝市和日喀则市、昂仁县、雄巴乡，在两所特殊教育学校、四所县乡学校，

为 297 名师生开展了公益爱眼护眼点亮光明宣传教育活动。

志愿者们在校园中合影

第四，专家进藏宣教模式。

2023 年 7 月 13 日-14 日，项目组织 12 名来自全国 7 所不同医院的眼科专家

齐聚西藏，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布达拉宫等地，与项目

工作人员一起，为 280 名西藏民众进行了眼部关爱的科普宣传教育。

奇安信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为西藏民众分发宣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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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儿童筛查

2023 年 6 月 25-28 日，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为主的 3 名志愿者进入西

藏林芝市和日喀则市、昂仁县、雄巴乡，在两所特殊教育学校、四所县乡学校，

为 297 名师生开展了义诊筛查。

5）专家义诊和手术

2023 年 7 月 13-14 日，项目组织 12 名来自全国 7 所不同医院的眼科专家齐

聚西藏，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布达拉宫等地，与项目工

作人员一起，为 280 名西藏民众进行了眼部义诊和筛查，并开展公益手术 11 台。

图-场外候诊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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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专家现场义诊现场

6）医生培训

“眼明心安”项目致力于提升西藏儿童眼科疾病诊疗水平。2023 年 7 月 15

日，举办“眼明心安”培训基地揭牌仪式。首批两个项目培训基地已分别在西藏

自治区藏医院和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设立，此举意味着项目开始向着纵深发展，

推动构建西藏眼病诊治联合体，后续或将下沉县市和基层乡村，助力实现眼病分

级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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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度，项目通过 4 种模式，围绕“线上、线下、进修”等形式，探索了

西藏眼科医生培养：

第一，线上授课。

2022 年 6-12 月，项目邀请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4 位专家，为西藏医生用线

上方式提供了 4 次线上培训教学和 1 次直播课程，西藏医生参与学习 97 人次。

苗泽群 2022 年 6 月-斜视检查法-苗泽群

程湧 2022 年 6 月-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诊疗-程湧

李晓清 2022 年 7 月-儿童内斜视的诊治-李晓清

余盈盈 2022 年 8 月-儿童眼病早期筛查-余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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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直播时间 培训主题 主讲人 单位

累计观

看人次

直播间浏

览量

1

2022-06-30 19:00:00 至

2022-06-30 20:00:00

《ROP 病例读图与治疗》

深入讲解&针对性答疑

程湧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57 122

第二，线下带教。

2023 年 7 月 13 日-14 日，项目组织 12 名来自全国 7 所不同医院的眼科专家

齐聚西藏，通过义诊、手术等形式，带领西藏医生现场学习，48 名西藏医生参

与学习。

图-手术带教现场

第三，专题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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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 15 日-16 日，“西藏儿童眼科诊疗技术一期培训班”得到当地

卫建委大力支持，卫健委发布培训通知，号召当地基层眼科医护人员报名参训。

培训班在拉萨岷山饭店开课，项目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深圳眼科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和华西医院 7 家医院的 13 位眼科专家，为西藏 5 个地市 18 家医院

的 48 名基层眼科医生提供了不同主题的现场培训，参训医生反映非常热烈，表

示受益匪浅。

图-卫健委发文通知+会议日程

培训专家名单和主题如下：

姓名 职务 单位 课题

彭子苏 眼科医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儿童屈光不正配镜处方原则

余盈盈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先天性白内障与人工晶体植入

苗恒 眼科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葡萄膜炎诊治概要

朱雪梅 主治医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儿童眼球发育及基本筛查技术

梁建宏 主任医师 眼科中心副主任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儿童常见致盲眼病防治

冯云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儿童眼红眼痒的鉴别诊断

金子兵 副院长 主任医师 北京同仁医院 IMI 儿童高度近视诊治白皮书 2023

杨晨皓 眼科主任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儿童弱视规范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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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张国明 院长 深圳眼科医院 AROP 的诊断与治疗

付晶
斜视与小儿眼科主任 主任

医师
北京同仁医院 斜视与弱视患者的生存质量评估

陆方 眼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华西医院 儿童 Coats 病

范翔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儿童白内障术后继发性青光眼

黎晓新 眼科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PPP 儿童视觉综合评估

图-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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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进京进修。

2023 年 8 月 1 日-31 日，在项目的支持下，两名来自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眼科

中心的眼科专科护士赴京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进行进修。进修期间，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分别从病房护理文化、患者管理、临床护理新技术等方面进

行教学，为两位学员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通过“师带徒”方式的学习，

两名学员的理论与技术得到了提升。

通过调研发现：

1）学员们普遍表示对本次进修整体安排感到满意，对课程安排和教学方式

的满意度很高，对带教老师的满意度最高。学员们认为“师带徒”方式的学习使

他们的理论和技术水平得到了提升，这不仅有助于他们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还为他们的个人和职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学员们表示有较多机会进行实践动手操作（允许的护理、管理内容），

对于医护人员的职业发展非常重要，能够帮助他们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

3）两位学员都认为自己基本掌握了进修期间学到的知识和技能，通过积极

的学习和实践取得了可观的进步。

4）学员们认为进修学习帮助他们在多个方面得到了提升，格桑央宗表示在

科室制度流程，护理质量管理等方面得到了可靠的帮助，其中最有帮助的是学到

了医院治理实践、护士长领导方法、执行力、团队建立、等级医院评审标准实施

细则、护理治理与质量持续改良、质量改善与品管圈的应用，此外，在年轻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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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际工作力量的培育与考核，绩效考核治理的实施与体会等多方面也获得了

很大的帮助。措吉拉姆则表示此次进修更加巩固和提升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

更加规范了工作流程及诊疗技术。

项目为 173 人次的西藏医生提供了包括线上、线下、进修等不同模式的眼科

医疗培训，评估发现：

 100%学员对本次培训安排显示满意；

 67.65%学员对本次培训安排非常满意；

 100%学员认为本次培训内容对今后工作有帮助；

 73.53%学员认为本次培训内容对今后工作认为非常有用。

2.项目未来可改进点

本项目是北京奇安信公益基金会、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一起合作，探索西藏儿童盲及低视力问题解决的一次有益尝试，但不可否认的

是，因为三方经验和能力有限，项目在第一年的尝试中仍然体现出不足之处：

1）项目覆盖渠道非常有限

目前，项目主要依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过去与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西藏自

治区藏医院建立的援建关系进行开展，对于拉萨以外的基层医院的覆盖非常少，

特别是对于眼疾患儿较多的更偏远县一级地区的覆盖依然非常不足。在西藏培训

班时，也有不少专家提出来希望可以有机会把培训和义诊扩展到更多西藏其他偏

远地区。在患儿救助层面也是如此，通过先遣队志愿者的行动，我们发现在校园

这一场景中，是最能开展患儿义诊、筛查和宣传教育的阵地，但目前项目还没有

这方面的具体规划。这些需要在项目未来进行改进。

2）医生培养还不系统，呈片段化

因为受疫情影响，项目在设立之处无法及时赴藏，导致医生培养不得不先行

在线上开展，但因为基本信任关系没有建立、医生渠道有限等原因，线上培训效

果并不显著。

之后，项目调整了思路，大家将重点放在西藏线下培训班上，希望通过这次

培训班，邀请知名专家给予有分量的支持和指导，提升西藏当地政府、医院、医

生的重视和医院，之后再进一步推动医生培养的体系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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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客观来说，目前医生的培养不仅范围较窄，而且内容上尚未成体系，没有

做到项目最初设想的“线上+线下+进修”一体的模式，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3）项目效果尙难以评估

无论是西藏民众对于眼疾的科普认知，还是医生的诊疗能力，都是一个需要

循序渐进、长期持续影响的工作，受制于疫情影响，项目启动一年多来，真正能

开展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对西藏当地的深度影响并不大，效果还很难显现，更难

以进行评估，这还需要项目持续进行影响。

四、 项目宣传情况

项目以微信公众号、微博、重点央党主流媒体等平台矩阵式传播为项目亮相，

为项目打造初期声量。围绕项目不同节点，逐步有序展开传播，根据项目启动、

进行、收尾等不同节点分别进行不同侧重内容的传播，包含新闻稿件、项目宣传

短片、深度文章等。

据项目数据统计，微博阅读量累计人次总量达 503.7 万，微信公众号共发布

6 篇文章，抖音号共发布 7 条视频，微博号共发布 15 篇文章，传播期间，KOL 共

转发微博 3 条，在微博话题页#与爱“童”行,点亮未来# 联合爱心公益集结号等

多个微博 KOL 进行微博转发，KOL 总计数据：转发 1043/评论 888/点赞 2251（人

次）。

项目共发布项目纪录片&进京进修微纪录片各一条，央党、公益、健康类网

媒累计发布 23 家媒体，包含深度文章 5 篇。截至目前，百度、搜狗、Bing 等平

添全网搜索量达 3925 万，累计媒体声量总计突破 88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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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项目财务情况

截止 2023 年底，项目支出情况如下：

费用类型

（科目）

支出金额

（CNY）
说明

项目资助成本 1,000,000.00 捐赠给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的项目执行经费

项目服务成本 410,246.43 基金会管理本项目所支出的交通差旅、人力成本等费用

合计 1,410,246.43

说明：本项目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具体情况以基金会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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