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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

作的意见》，当年爱佑慈善基金会设立“爱佑安生”项目，

旨在发挥公益机构的服务平台能力，助力政府和家庭，

为困境儿童生存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贡献更多专业的社

会力量。项目瞄准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家庭的儿童所面

临的基本生活、就医、就学等困境，以及所遭受的虐待、

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问题，与当地民政系统及

相关政府部门、专家及社工组织合作，搭建基层儿童福

利服务网络，开展救助与保护工作。

项目以社区、村落为服务半径，通过在地的儿童主

任深入困境儿童家庭，开展需求了解和风险评估，并针

对不同风险等级的困境儿童及家庭需求，以定期家访、

专业干预、组织开展儿童之家活动等不同的服务方式，

及时发现并调动资源解决儿童困境、纾解困境儿童心理

爱佑安生
——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

问题、提升监护人的抚育意识及能力。项目联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设计开发“针对监护缺失儿童的家庭监护风

险评估与服务干预模型”作为社会科学依据，定期进行困境儿童风险等级评估，通过困境儿童风险等级的不断

降低对项目服务效果进行系统性评价。

“爱佑安生”项目于 2021 年获得第十一届

“中华慈善奖”。 2021 年，项目为不同风险等

级的困境儿童提供家访服务 15,450 次。目前全国

在运营儿童之家 83 所，在 2021 年开展各类活动

17,920 小时，共有超过 11 万人次本村、社区儿童

参与到活动中。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项目累计

培养儿童主任超过 200 名，每年为超过 4,000 名

困境儿童提供生活照料和情感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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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了新房子，
有了新床的静静

现在

安全教育是儿童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课，是守

护儿童安全的“护身符”。乡村地区的儿童，特别是困

境儿童群体，面临家庭监护缺失和社区环境复杂的双重

挑战，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就显得更加重要。针对项目开

展过程中识别出的乡村儿童安全需求，结合多年在开展

困境儿童项目的经验，爱佑安生项目以儿童主任服务内

容中的儿童之家活动为切口，携手众多儿童教育产品设

计者合作开发了一系列针对不同安全议题的儿童之家安

全课程，旨在提升儿童的防范意识，降低安全隐患，营

造安全的社区氛围，从而保护儿童的生命健康安全。

14 岁扛起整个家，

她的梦想是带着奶奶走出大山

静静和奶奶生活在一间年久失修的

老房子里，屋里乱七八糟地堆满杂物，

到处被油烟、柴烟熏得黑乎乎的。11 岁

那年，静静的父亲因为突发脑出血意外

去世，而她的母亲，在她 1 岁时就离家

出走，一直没有音讯，相依为命的祖孙

俩生活艰辛。

当时，爱佑安生儿童主任刘群了解

情况后，协助静静和奶奶申请了低保救

助，解决了基本的经济保障问题，又为

静静向爱佑安生项目申请了冬装衣裤、

床单被褥等基本生活用品。2020 年夏

天，刘群帮静静家粉刷墙壁之后，发现

静静一直睡的床已经摇摇欲坠，与其说

是床，也只是两条凳子加一块木板而已，

她便又通过爱佑安生项目为静静申请了

一张新床。看着崭新的床，配上干净的

墙壁，静静脸上满是难以抑制的喜悦和

满足。

三年来，儿童主任刘群每个月都会

去看望静静和奶奶，为她们送去基本的

食品和生活用品，辅导静静的课业，帮

助她们生活上的点滴，陪伴她们顺利度

过困难的年月，在静静的心里，儿童主

任刘群早已像是“妈妈”的感觉。除了

刘群的关怀，来自千千万万陌生人的善

意和爱，也让静静和奶奶重新燃起对未

来的向往和期待，静静希望能够好好学

习，带着奶奶走出大山，迎接更好的生活。

这套主题课程经过层层设计，极具地区特色；课程效果前后评估，

实现动态优化；课程内容反复推敲，彰显儿童视角；课程流程实地督

导，确保可操作性。课程试点的评估结果显示，安全主题课程兼顾本

土性、有效性、趣味性和实用性，深受儿童喜爱。下一步，项目将在

推广既有安全主题课程的同时，进一步挖掘新的安全议题，丰富儿童

之家的安全主题课程品类。让儿童之家不仅仅是儿童社交和娱乐的场

所，更能成为在乡村传播安全观念的重要载体。希望儿童保护的意识

能通过“儿童主任——儿童和监护人——乡村社区”的链条以点带面

传播开来，使乡村社区整体成为保护儿童权益的牢固防线，成为守望

儿童安全成长的坚实土壤。

以前

静静和奶奶

针对乡村儿童安全问题开发儿童之家教育主题课程

静静在干农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