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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新生”项目设立于 2011 年，通过与儿童福

利机构、定点医院开展合作，为急需救治的病患孤儿提

供医疗救助、术前术后养护、特殊抚育、康复特教等服务，

挽救因重病重残被遗弃的孤儿生命，帮助他们重获新生。

目前，项目在 13 个省、市、自治区设立省级养护点，

辐射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在一线城市与包括国家儿童医

学中心在内的顶尖医疗机构合作设置养护中心，为需要

高水平治疗和护理的病患孤儿异地就医提供立体保障。

项目开展 10 年来，逐步提升精细化养护水平，大幅提

高病患孤儿从救治到康复全流程的服务质量。

“爱佑新生”项目于 2015 年获得第九届“中华慈

善奖”。2021 年，项目养护病患孤儿 2,078 名，其

中 1,390 名患儿完成养护，另有 688 名正在养护。截

至 2021 年 12 月底，累计养护近 15,000 名病患孤儿，

其中近 14,000 名已完成养护开启全新人生。

爱佑新生
——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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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些时间，他一定能做得更好”

2020 年 8 月，涵涵被警察叔叔送到爱佑新生儿

童养护中心，他脏兮兮的衣服和睁得圆圆的大眼睛，

给养护妈妈们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妈妈”走到身

边跟他说：“宝宝你好呀，几岁啦？来，让妈妈抱抱

你，好吗？”他怯怯地盯着“妈妈”看了好一会，才

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做出要抱抱的姿势。经过诊断，涵

涵确诊为精神发育迟缓，这让养护妈妈们松了一口气。

这意味着涵涵没有其他影响生命健康的疾病，但也意

味着妈妈们需要在养护和陪伴他康复的过程中付出更

多的时间精力。

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多，妈妈们发觉，涵涵几乎不

怎会跟“妈妈”和其他小朋友互动，喊他名字的时候，

也只是抬头看看你，并没有什么其他反应。不过涵涵

逐渐对妈妈们变得更加信任，开始在养护妈妈们的陪

伴下进行康复和特教课程。医生和特教老师会结合养

护妈妈们在护理时所发现孩子兴趣点的建议，不断调

整康复和特教课程的安排。特教老师开始每天带着涵

涵在活动室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学数字、认物品、唱儿

歌或者玩其他各种互动游戏。在学唱儿歌的过程中，

养护妈妈和特教老师发现涵涵会跟着音乐站起来，由

此音乐互动变成了涵涵特教康复中的重要环节。

特教老师让妈妈们平时多给他听一些音乐，然后

抽出固定的时间，用音乐配合游戏的方式和他进行一

对一地互动。这么练习一段时间后，每当熟悉的音乐

声响起，涵涵不仅会主动走到老师面前，还会伸手拉

住老师，然后随着歌曲的节奏开始晃动身体。直到现

在，老师和养护妈妈每天都在坚持用这个方法跟涵涵

互动，帮他更熟悉和适应身边的一切。涵涵的每一次

变化都让她们充满信心，“他听得懂，也学得会，多

给他些时间，他肯定还能表现得更好。”经过 8 个

多月的养护，2021 年涵涵已经能够独立完成整理玩

具、吃饭、简单交流等一些自主行为，相信在养护妈

妈们和特教老师的帮助下，接下来的日子里涵涵会有

更多的进步和成长。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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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剑丨项目模式全新升级，不断打通孤儿省内外就医通道

2021 年，爱佑新生项目进入第十个年头。在国家对孤儿关怀政策的指导下，项目模式也进行全面升级。

从原有对在点病患孤儿进行养护及术前术后护理为主的模式转变为面向全国儿童福利机构病患孤儿提供助医、

医疗救助、辅助养育的全流程服务模式。

近年来，各省级民政部门对孤儿的基本保障进行了全面兜底，孤儿的生命质量、基本生活已得到很好的保障。

但受限于一些地市级儿童福利机构的条件，病患孤儿在赴省会城市治疗期间缺乏专业人员对其进行术前术后的

养护及术间的专业陪护。同时由于各地医疗水平差异，仍有部分病患孤儿需要赴医疗条件更好的一线城市进行

治疗。

基于此，2021 年 7 月起，爱佑慈善基金会与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及各级民政部门多方合作，针对孤

儿省内就医、跨省就医的需求发挥各自平台效应，进行了整体解决方案的制定，成立了省内流转养护中心和跨

省流转养护中心。省内流转养护中心为省内前往省会城市接受救治的病患孤儿提供手术前后、突发疾病等阶段

性的医疗养护康复服务；跨省流转养护中心为全国到一线城市异地就医的病患孤儿提供医疗救助、助医服务及

精细化养护服务，使重症病患孤儿得到救治、尽早摆脱疾病困扰。

项目设在上海的爱佑新生宝贝之家，充分发挥其作为跨省流转养护中心的作用，承接各地跨省来沪就医的

病患孤儿治疗期间的中转、助医、养护等工作。在新的项目模式下，由各地福利机构工作人员陪同患儿赴沪就

医及照料，爱佑新生宝贝之家主要进行患儿在沪期间的助医、医疗手术接洽及食宿保障等工作。2021 年 5 月，

爱佑新生宝贝之家迁至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9 号楼新址。新址使用面积 710 平方米，硬件环境全面升级，设有

不少于 6 个功能分区，充分保障病患孤儿就医及日常养护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