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驰援湖北∙居家后援关爱行动”

结项报告

执行单位： 深圳市建辉慈善基金会

武汉市逸飞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提交日期：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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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驰援湖北∙居家后援关爱行动”项目

（二）实施单位：深圳市建辉慈善基金会、武汉市逸飞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选择逸飞社工作为项目实施伙伴的缘由：武汉市逸飞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于 2013 年经武汉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目前是湖北最大的社工

机构，有 180 多名员工，也是全市唯一一家 5A级社工机构，是此次隔

离者后援团的重要成员。当疫情突然袭击，他们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情

况下，义无反顾地动员志愿者、专职社工积极参与防疫抗疫，约 30名

投入抗疫的武汉逸飞社工，都是专职的专业人才，他们承担了招募约

800 余名专业志愿者，并组织与需求方有机对接的工作，这里面涉及到

地域、职业属性和专长技能，如何调配、怎样衔接、有序管理、适时

推进，工作强度非常大。对他们的支持，能有效解决武汉封城后，居

民的严重的因为隔离产生的种种问题。

（三）项目实施周期：2020 年 2 月 10 日-5 月 15 日，95 天

（四）资助单位：深圳市关爱行动基金会、深圳市建辉慈善基金会

（五）落地区域：

1、湖北省武汉市 8个区：武汉市江岸区、武汉市青山区、武汉市

经济开发区、武汉市硚口区、武汉市东西湖区、武汉市武昌区、武汉

市洪山区、武汉市新洲区、武汉市江汉区；

2、湖北省其他地区：仙桃市区、仙桃城镇。

（六）项目预算（元）：50万

（七）项目直接受益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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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层面：疫区居民、居家隔离患者、困难家庭；

2、个体层面：a、抗击新冠肺炎“逆行者”一线医务人员及直系

亲属、一线志愿者及直系亲属、抗疫外援人员及直系亲属等；

b、超级抗疫个体，具有影响力、传播性、代表性的抗疫志愿者。

二、项目概述

（一）目标

1、通过线上微信群服务，为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居家隔离人

员及家属、疑似患者、确诊患者和严重焦虑者等，开展疫情知识宣传、

信息咨询、心理支持、情绪疏导、健康咨询、资源链接、个案辅导服

务，营造亲善友爱、人人尽责的社区氛围，有效动员社会力量，在线

共同抗击疫情。

2、关注抗击新冠肺炎“逆行者”一线医务人员及直系亲属、一线

志愿者及直系亲属、抗疫外援人员及直系亲属等（如网格员、殡葬、

环卫等），为他们提供抚恤、救助及关爱。

3、重点帮扶弱势人群，为有困难的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提

供爱心菜、送防疫包等线下便民服务。

（二）实施情况

1、线上服务

（1）线上服务群：有 16 个群，分别为 1 组居家抗疫后援群（江

岸区后湖街道）、2 组居家抗疫后援群（江岸区塔子湖街道）、5 组居

家抗疫后援群（武汉经济开发区）、8组居家抗疫后援群（武汉市硚口

区）、10组居家抗疫后援群（武汉市东西湖区）、12组居家抗疫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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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武汉市青山区）、仙桃市区居家抗疫后援群、仙桃城镇居家抗疫

后援群、武汉市汉阳区五里墩居家抗疫后援群、海外抗疫居家隔离后

援群 1群、2群、3 群、新村街居民群、民权居民群街、江岸精康居民

群、2群居家抗疫重点陪伴群。

（2）线上咨询时间：从 1月 27 日起每天由社工轮值 14小时，为

居民提供防疫宣教、心理疏导、信息咨询、资源链接等服务。

（3）线上服务开展：

a、咨询服务：咨询记录从 2 月 10 日起，累计 10072 条，服务 8000

余人次。主要分为线上咨询和线下咨询，线上咨询包括医务、返汉、

生活等各类问题咨询，线下咨询包括电话咨询以及社工上门探访、面

对面访谈所做的咨询记录。

b、来自于各线上群重点跟进服务对象和线下走访中发现的个案，

主要分为四类：一是感染人员、疑似者、一线工作人员居家指导、情

绪疏导，居民身心健康指导；二是疫情期间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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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关系等）处理；三是疫情期间社区关系、物业关系、邻里关系等处

理；四是疫情期间就医、衣食住行资源链接跟进等问题跟进处理。到

目前为止，项目跟进重点个案 100 多个，记录在案 76个。

c、线上活动

为了给一线逆行者加油打气，宣传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知识等，

丰富居民居家生活，逸飞社工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线上活动。如

为白衣天使、社区工作人员等一线逆行者众筹一句话的“战疫有我，

一起加油”活动，寻找最美“逆行者”活动，“居家战疫，有奖问答”

活动.....其中有奖问答系列活动最受欢迎，各群共举行 700 余场，累

计 8000 余次参与，缓解了居民居家焦虑情绪。

2、线下服务

（1）爱心菜配送（4 月 8日前）

疫情期间，武汉解封之前，逸飞社工积极联系社区及志愿者，为

困难群体配送爱心菜。在洪山区成宝社区、王店社区，武昌区小东门

社区，新洲区邾城街章程村，江汉区满春街道中大社区、肖家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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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夹社区、小夹社区、清芬社区、勤劳社区、长堤社区，东西湖区新

沟镇街燕岭社区 13个社区，为高龄独居、残疾人、低保户、五保户、

重症患者、一线医务人员家属等累计送菜 681 户。其中成宝社区为送

菜四次、小东门社区送菜三次，江汉区 7 个社区送菜 2 次，其余为 1

次，服务人次 1021-1362 人。

（2）防疫包发放（4 月 8日后）

武汉解封后，项目为疫情重灾区江岸和江汉的社区送消毒防疫包

送防疫包（有口罩、酒精、84 消毒液、消毒湿巾），在江岸区余华岭

社区、江岸区华汇社区、江岸区麟趾社区、江岸区塘心社区，为高龄

独居、残疾人、低保户、重症患者等累计送防疫包 798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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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线下其他服务

社工照顾隔离酒店 4 岁小女孩；给重症患者购买药品、菜品；为

辖区链接口罩、水杯等资源；对压力大的社区工作人员、居民进行心

理疏导；协助滞汉外地人员救助核查；协助疫情联防联控工作，解答

居民关于离鄂问题；接待市长热线、居民热线.....各类线下服务解决

了辖区燃眉之急，累计服务上千人次。

3、志愿者方面：线下线下服务共得到全国各地 500 多位爱心志愿

者的热心帮助，逸飞社工 80余人参与服务。已于 3月 9 日开展志愿者

线上总结交流大会，给志愿者发电子证书，做服务总结。4 月 30 日已

给近 120 位星级志愿者寄送感谢信、奖杯、明信片，4个单位送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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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美逆行者方面：积极寻找抗击新冠肺炎“逆行者”--一线医

务人员及直系亲属、一线工作人员、志愿者、抗疫外援人员等，为他

们提供抚恤、救助及关爱，陆续将 10万元关爱金发放到曾璐、王琳等

10名防疫一线感染人员手中。

5、超级抗疫个体方面：寻找疫情期间志愿服务突出的行善者，资

助遇到困境的行善者和超级抗疫个体，成功联系并资助送药小哥吴悠、

送餐万红、李博，爱心车队秦雨、送菜小哥苍禹 5 人，提供 5 万元资

金解决部分购买防护物资成本、交通成本、送餐成本等，为其在武汉

的志愿服务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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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医院募捐的防疫物资 从凌晨三点出门至夜晚八点苍禹威的生活

秦雨和一起并肩作战的志愿者 万红-餐厅盒饭

6、拓展服务：社工识堂开展线上直播服务课程 50 多场，助力自

愿加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在线服务的志愿者，为其提供传染病自我保

护医学常识、在线心理援助支持技巧、在线服务社群管理技巧、危机

干预中的沟通技巧等内容，更有针对居民群体开展以情绪调解、居家

健身、心理状态调解和人格成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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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5 月 15 日，项目的经费明细情况如下：

1、项目预算金额：500000 元

2、项目已拨付资金：500000 元

3、实际支出金额：500000 元

4、具体支出情况：

a、志愿者补贴 15.5 万元；

b、一线逆行者感染关爱金 10万元；

c、超级抗疫个体资助金 5 万元；

d、给困难弱势群体送爱心菜费用 11万元；

e、购买防护物资 4.7 万元（包含困难家庭送防疫包）；

f、志愿表彰费用 8000 元；

g、税费 12600 元；

h、线下服务交通费用 7900 元；

i、一线逆行者纪念邮册定制 9500 元。

（三）指标完成与经费调整情况

1、指标完成情况

序号 名称 指标量 完成情况 完成百分比

1 咨询服务 10000 条 10072 条 100.1%

2 线下服务 / 送菜 681 户，送防疫包 798 户,有记

录可供查询

3 服务个案成果 不少于 30例 76 例 253%

4 项目评估报告 / 2 份 100%

2、经费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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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单价（元） 数量 总额（元） 使用调整情况

1

防护用品类（口罩、

酒精、消毒液、紫外

线灯等）

—— —— 100000

支出 4.7 万元买防护

用品，调整 5万资助

超级抗疫个体，剩余

0.3 万元总体统筹

2
生活用品类（用于有

困难的弱势群体）
—— —— 30000

调整为给困难弱势群

体送爱心菜

3
药品类（用于有困难

的弱势群体）
—— —— 30000

调整为给困难弱势群

体送菜

4
孤寡、残

疾、独居老人餐费
30 1000 份 30000

调整为给困难弱势群

体送爱心菜

5 线下服务交通费用 ——
以实际支

出为准
10000

实际支出 7900 元，剩

余 2100 元总体统筹

6 志愿者补贴 50元/人/天 30-60 人 180000

志愿者补贴实际拨付

15.5 万元，2万元调

整为给困难弱势群体

送爱心菜，剩余 5000

元总体统筹

7

“逆行者”和一线人

员及家属抚恤、救助

（不包含医护人员）
10-50 人次

100000 已拨付 10 万

8 其他 —— —— 2500
未拨付，已调整其他

项目

9 逸飞社工税费 3.5% 17500
已拨付部分，其中

4900 元总体统筹

总计：因政策、物资供应等因素，可根据当地实际具体

调整

500000 500000

三、项目服务成效

（一）从服务对象角度

1、通过线上微信群为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居家隔离人员及家

属、疑似患者、确诊患者和严重焦虑者等，提供了疫情知识宣传、信

息咨询、心理支持、情绪疏导、健康咨询、资源链接、个案辅导等服

务，有效地解决了服务对象面临的健康、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问题，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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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服务对象的实际困难和焦虑情绪，减轻疫情的影响。

2、为新冠肺炎“逆行者”一线医务人员及直系亲属、一线志愿者

及直系亲属、抗疫外援人员及直系亲属等（如网格员、殡葬、环卫等），

及时提供了救助及关爱，让他们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生活，减少因疫情

造成影响，尽快融入社会。

3、对于困难人群来说，送菜送防疫包，提供买药买东西等线下便

民服务，解决了弱势人群的出门不便的困难，让他们感受了来自社会

各界的关心。

4、对于疫情期间志愿服务突出的行善者-超级抗疫个体，提供资

金减少部分购买防护物资成本、交通成本、送餐成本等，解决其助人

困境，传达善意，传播了正能量，让更多人能间接得到帮助。

5、项目总结了疫情期间志愿服务经验，让志愿者体会到了价值感，

表彰了志愿者热心服务和无私奉献，有效地动员了社会力量，共同抗

击疫情。

（二）从服务反馈角度

1、项目服务的开展得到街道、社区、居民的认可，得到服务对象的高

度赞赏，服务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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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在服务过程中注重宣传项目，简报得到了湖北慈善社工与中国

社会工作的转载。

(三)项目实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1、弘扬了志愿者精神，营造志愿服务文化。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

国各地志愿者纷纷参与武汉抗疫,项目有 500 多位志愿者参与服务,充

分发挥了志愿者”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让更多人

知晓项目服务,营造了志愿服务氛围。

2、传播了正能量，减少了疫情对武汉居民的负面影响。项目通过线

上服务、线下送物资、资助超级抗疫个体、资助最美逆行者等服务,将

实实在在的关心与关爱送到有需要的困难群体中和抗疫情个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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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正能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疫情对居民的影响。

3、积累了危机处理经验，总结了服务工作模式。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项目团队和志愿者团队积累了一定的服务经验,总结了危机处理经验,

形成了服务工作模式,对其他类型危机事件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