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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立项情况、实施主体、项目资金及主要内容 

1、立项情况及实施主体 

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联合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了

凤凰公益计划项目，主要针对社会福利机构以及困难家庭的 0-6 岁脑瘫患儿提供

预防和康复方面的救助。开展的“凤凰脑瘫预防及康复培训计划”项目为 2014 年

北京市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支持项目。 

2、项目资金 

该项目共计需要资金 23 万元，其中自有配套资金 13 万元，申请政府补助

10 万元。 

3、项目主要内容 

主要为脑瘫家长及康复师开展脑瘫知识普及讲座，提高康复师和患儿家长的

康复训练水平，免费发放脑瘫知识汇编手册、光盘，普及脑瘫预防和康复的知识，

让民众正确理性认识脑瘫，减少发病率，提高康复治疗效果使得脑瘫患儿的家庭

康复成为可能，为贫困家庭减轻负担，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康复。 

（二）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1、项目计划开展脑瘫知识普及讲座 10 场，受益 1000 人次； 

2、发放一万册脑瘫知识问答手册，受益 10000 人次； 

3、为 50-100 名康复师、患儿家长提供公益康复培训； 



4、发放一万张脑瘫康复训练课程的光盘，受益 10000 人次。 

二、项目决策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项目决策情况 

 “凤凰脑瘫预防及康复培训计划”项目由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组织实

施，由基金会秘书长胡艳辉亲自带队，组员包括凤凰公益计划项目组的主要项目

人员卢雨遥和李冬冬、基金会的管理人员李杨、基金会财务人员陈丽等，紧密联

系目前国内脑瘫现状，方案设计科学合理，资金管理严格按照预算进行，因此该

项目获得了 2014 年北京市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的支持。 

  （二）项目资金 

 2014 年度“凤凰脑瘫预防及康复培训计划”项目总预算为 23 万元，2014 年

二季度自筹资金到位，2014 年 10 月 27 日收到财政资金 10 万元。 

（三）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序

号 

经费开支科目 

配套资金

（万元） 

财政资金

（万元） 

小计金额 

（万元） 

配套资金完

成情况（万

元） 

财政资金完成情

况（万元） 

1 印刷费  2.50 2.50 5.00 2.50 2.50 

2 光盘制作费 2.40 1.60 4.00 2.40 1.60 

3 脑瘫康复专家费  3.00 3.00  3.04 

4 宣传推广费 3.00  3.00 3.00  

5 培训费用 4.10 0.90 5.00 4.10 0.86 

6 其他材料费  2.00 2.00  2.00 

7 风险备用金和管 1.00  1.00 1.00  



理费用 

合计（单位：万元） 13.00 10.00 23.00 13.00 10.00 

财政资金金额 10.00   

是否已有配套资金 有   

配套资金金额 13.00   

备注（补充材料）    

（四）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我基金会财务部人员严格按照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财务监管工

作，按照项目的进度及预算方案进行审核。通过对财务收支、资金运用、财产物

资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设立独立的账户针对该项目进行单独核算； 

     2、按照该项目预算明细分类审核、核算成本费用支出； 

3、资金支付时项目部人员填写用款申请单，财务部门根据项目方案预算进

行审批，报秘书长、理事长审批同意后执行。 

4、严格执行物资出入库管理，依据采购合同及资助协议（资助确认单）填

写出入库单，账物相符，并专人负责。 

 5、项目完结进行预算执行情况财务分析，并做好财务决算工作。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1、项目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2014.4 到 2014.6）宣传推广阶段 

    通过制作并免费发放脑瘫问答手册、开展脑瘫知识普及讲座的方式，向社区、



医院和脑瘫康复机构宣传脑瘫预防和康复的知识，让民众正确理性认识脑瘫，减

少发病率，提高康复治疗效果。        

    第二阶段（2014.7--2015.3）：康复培训阶段     

 通过面向脑瘫救助机构、康复机构和脑瘫儿童家庭开展不定期的公益康复

培训，制作并免费发放培训视频的方式，提高康复师和患儿家长的康复训练水平。   

2、项目实际实施情况： 

（1）由于财政资金到位问题，项目实际实施时间从 2014 年 7 月底开始进

行。考虑到实施时间比预计时间缩短了四个月，项目实施采取多头同时进行的方

式。 

（2）脑瘫知识普及讲座由 2014 年 7 月 29 日开始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共

组织 14 场，受益 1694 人； 

（3）康复师培训由 2014 年 8 月 9 日起至 2015 年 2 月 7 日共培训 10 次，

受益人数 65 人； 

（4）脑瘫知识汇编手册、光盘也相应推迟了印刷、刻录时间，截至到 2015

年 3 月，手册与光盘各 10000 份已全部发放完毕。 

（5）为康复机构采购学习用品、康复器械等帮助脑瘫患儿解决康复、学习

困难。 

（6）项目累计受益 20000 余人，宣传报道 65 次，帮助脑瘫脑病家庭解决

部分困难，让更多人认识了解脑瘫，呼吁更多人关注他们，给孩子们更多关爱。 

（二）项目管理情况 

    1、 项目管理制度建设 

基金会针对项目制定了专项基金/项目管理办法、财务管理制度等相关管理



制度，项目组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制定了采购流程、资金实物资助流程等工作流

程，由行政财务部配合支持。项目人员合理分工，加强协作和配合，保证各项

工作的顺利展开。 

    2、 项目执行效果管理 

    培训内容根据康复师、家长反馈及实际情况进行修订。手册、光盘的发放

由各机构统一填写领取表，发放完毕之后由机构反馈发放结果。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开展脑瘫知识普及讲座 14 场，受益 1694 人次； 

2、向 65 名医护人员开展 10 次脑瘫康复手法及知识培训； 

3、编纂完成《脑瘫康复知识汇编手册》，印刷 10000 本并免费发放； 

4、录制脑瘫培训光盘，制作 10000 份并免费发放； 

5、资助北京启蕊康复中心、365 晨光宝贝之家、觅非播舍助养之家等康复

机构滚筒、助行器以及学习用品、文体用品。  

（二）项目的经济性及效率性 

项目组按照项目的进度及预算方案进行严格审核，并对财务收支、资金运用、

财产物资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在执行过程中，严格按照预算控制成本，在

既定时间超额完成目标，累计项目宣传报道 65 次，获益 20000 余人。 

（三）项目的有效性 

1、多次培训教会了医护人员和家长更多简单易行可复制的康复手法，使患

儿的家庭康复成为可能，在今后的康复训练中，家长可以成为患儿康复的重要一

环，减轻家庭负担并帮助患儿更好的康复。 



2、经过系统科学的培训帮助康复师夯实基础，了解更多康复知识，增加相

互之间的交流切磋，使康复师们在交流实践中成长，以更加专业的手法为患儿进

行康复，同时传播给更多家长，使脑瘫患儿的家庭康复得以延续。 

（四）项目的可持续性 

通过脑瘫知识汇编手册、光盘的免费发放，宣传脑瘫预防和康复的知识，让

民众正确理性认识脑瘫，减少发病率，提高康复治疗效果，同时让更多人了解脑

瘫患儿，给他们更多关爱。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1、面对目前国内脑瘫现状，项目组将再接再厉，继续开展脑瘫知识讲座，

帮助家长解决困难，让更多人认识脑瘫，关注脑瘫患儿。 

2、今后项目组希望可以邀请更多的国内知名脑瘫专家，开展学术交流，针

对不同类型脑瘫选择最佳治疗方案，帮助脑瘫家庭走出治疗困境。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1、“凤凰脑瘫预防及康复培训计划”项目不仅为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了培训，

还关注到了脑瘫家庭，为脑瘫孩子的家长普及脑瘫知识发放《脑瘫知识汇编手

册》、光盘，使患儿的家庭康复成为可能。 

2、同时利用拍卖、义卖、演出各种大型活动普及脑瘫脑病知识，呼吁更多

人对脑瘫儿童的关注，消除歧视，给脑瘫脑病儿童更多关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在培训及讲座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康复手法需要学习和实践，

患儿家长接受能力较低导致学习困难或患儿不愿配合家长治疗；康复师培训效果

参次不齐；手册、光盘内容相对复杂等，这些问题都在项目组的不断努力下得到



了很好的解决。 

4、多次活动中，项目组选取简单有效、可以引起患儿兴趣的康复手法教会

家长，并根据每次家长的反馈调整具体培训内容；针对康复师基础不同的问题，

项目组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康复

师提高技能；手册、光盘上的手册内容选取上充分考虑家长实际情况，光盘配合

手册内容给与家长直观感受，其中家长不理解的地方可以随时@凤凰公益计划的

新浪微博，或是关注凤凰公益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 

5、项目组的同事自身没有医疗背景，对于脑瘫康复知识不熟悉，开展工作

时需要依靠专家和医生的帮助，有时会对项目进展造成一些小的影响。希望在今

后的工作过程中，可以找到精通脑瘫知识的工作人员或者长期的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