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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慈善事业、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是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2023年山

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支持威海、东营等有条件的市探索建设共同富裕

先行区”。共同富裕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同时也给慈善事业发展提出了

新的课题。东营市垦利区紧抓机遇，聚焦网络构建、精准助困、要素保障，持续健全完

善慈善服务体系，汇聚慈善力量，叫响“垦善·利民”慈善品牌，全力打造慈善助力共同

富裕先行示范样板。

党建引领袁三级联动
建设全覆盖的慈善网络

垦利区坚持以党建引领慈

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慈

善事业发展的政治方向，坚持

“慈善为本，善举为民”的宗旨，

以“群众需求”作为工作导向，充

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搭建

“党建+慈善”服务平台，推进垦
利区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一是打

造红色慈善圈，延伸慈善服务触

角。打造 8家镇街级慈善总会、
24个社区慈善微基金和 208个
社会组织在内的“15分钟红色
慈善圈”，全区 9家慈善组织均
成立党组织，通过引入“情暖夕

阳”“护佑成长”等项目，实现困

难群众精准帮扶。二是注重人才

培育，提升服务效能。实施“党

建+慈善”人才培养计划，通过
“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培养专

业慈善人，先后赴浙江、江苏等

地区学习，组建热心公益、乐于

奉献，且专业素养高、服务水平

优的慈善工作队伍，截至目前，

已培训公益慈善人员 500余人。
三是厚植红色慈善文化，擦亮慈

善地域品牌。深入挖掘和延伸垦

利慈善文化内涵，打造“善行黄

河口·聚爱在垦利”“幸福家园·

益起来”等系列慈善品牌，打造

慈善主题文化公园，开展宣传活

动，组织慈善公益市集，持续扩

大慈善影响力。

要素保障袁规范运行
激发慈善事业源头活力

为进一步激发慈善事业发

展的动力和活力，垦利区强化组

织保障、法治保障、政策保障，规

范慈善组织运行，扩大资金募集

渠道，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为

慈善事业发展创造好的环境和

条件，提升慈善事业发展的软实

力。一是建章立制，打造“阳光慈

善”。规范慈善总会内部管理制

度，制定财务管理、项目管理、救

助管理、信息公开等多项内部管

理制度，推进慈善总会工作制度

化、规范化、程序化。坚持信息公

开制度，在区政府网站及“无线

垦利”等平台，及时公示各慈善

组织接受捐赠款物收支状况，自

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慈善在阳

光下稳健运行，不断提高社会公

信力。二是拓宽慈善资金来源。

将募集善款、做大资金盘作为推

动慈善事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和

根本保障，通过“慈善一日捐”、

定向捐赠和专项慈善基金等多

种方式，实现全员募集、联合募

集和长效募集。三是探索“专业

化”慈善参与路径。建立政府、企

业、慈善组织、公众共同参与的慈

善服务链。邀请专业第三方机构

为慈善组织运行及慈善项目开展

指导与督导，提升慈善组织专业

化水平和慈善项目服务水平。“解

忧暖心 关爱同行”困难群众救

助慈善项目被评为山东省“社会

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优秀项目”。

聚焦急难袁创新举措
推动多元慈善帮扶落地

垦利区发挥好政府统筹协

调作用，把政府部门、企事业单

位、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社会组

织及社会各界的力量充分调动

起来，聚焦群众急难事件，共同

打造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推动慈

善事业助力共同富裕的新格局。

一是创新“政府+慈善组织”，撬
动多方慈善资金。设立“救急难”

专项基金，联合市慈善总会对辖

区内困难群众进行急难救助。区

慈善总会为全区 60岁以上参加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免

费开展眼病手术。二是创新“政

府+专项基金”，搭建“多方协同”
救助平台。与检察院合作设立东

营市首支司法救助基金———“黄

河口检爱”司法救助基金，救助

多名困难群众。三是创新“政府+
爱心组织”资源，激活慈善资源

活水。东营市和利时燃气有限公

司为垦利区 494 户特困老年人
发放燃气补贴，为特困老年人送

去餐桌上的温暖。东营市创业型

企业家协会与垦利区分散供养

特困老年人结对帮扶，定期为帮

扶对象开展探访关爱、物资供给

等服务。组织开展“圆梦困难群

众微心愿”活动，发动全区爱心

人士和组织认领困难群众微心

愿，截至目前已有 7家爱心组织
及个人认领微心愿 40个。垦利
区链接政府、慈善等资源打造 29
处“黄蓝汇”颐养中心，内设“幸

福工坊”开展适合老年人的、灵

活多样且具有地域特色的就业

服务项目，将“幸福工坊”打造为

“共富工坊”，该项目入选东营市

第一批共同富裕示范点。

牢牢把握共同富裕的重要

契机，主动迎接新挑战，更新慈善

理念，建设慈善队伍，创新慈善阵

地，在参与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

富裕中抢抓机遇，大力推进慈善

事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

一是更新慈善理念。不断汲取先

进思想，打破“传统慈善”思维定

式，创新思维，主动出击，打造慈

善品牌项目，创新筹款模式，不断

提升筹资能力。推动区慈善总会

向支持型、资助型、枢纽型慈善组

织转型，带动慈善组织健康发展。

二是建设慈善队伍。建设一支高

素质慈善队伍，为慈善组织配备

专职秘书长和工作人员，强化核

心团队建设，开展学习培训，不断

更新知识，提高职业化水平，培养

精兵强将推动共同富裕。三是丰

富慈善阵地。积极打造慈善基

地、慈善空间等平台，大力宣传党

的共同富裕政策，启发引导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奉献爱心、参与

慈善事业。慈善基地与慈善空间

的建设将成为发展慈善事业、发

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助力共同富

裕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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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银行账号，总被要求进

行人脸识别，对准镜头眨眼方可

通过；登录 App，读屏软件无法
提取有效内容，只能响起“滴滴

滴”的噪声……近日，有媒体关

注到视障人群使用互联网时所

遇到的困难，并为解决问题探讨

相关路径。

对视障人群来说，穿梭于互

联网世界更像一场冒险，每一次

成功的登录和下单购物都是颇

为不易的经历。中国残联数据显

示，我国目前有 8500万残疾人
口，其中视障者人数超过 1700
万。在互联网经济十分发达的今

天，实现数字化强烈依赖人的视

觉体验，而视障人群难以“看

见”，时时面临上网困境和生活

挑战。

与常人一样，视障人群也有

着强烈的互联网使用需求，包括

社交、出行、网购等。在读屏软件

和周围人的帮助下，他们往往能

够开始接触并使用互联网，但与

此同时，他们也遭遇了诸多视觉

“关卡”，如找不到正确的按键、

无法输入验证码等。根据《中国

互联网视障用户基本情况报告》

的统计，66%的视障者认为当下
的互联网信息无障碍“水平一

般”，20%的视障者认为“水平不
太高”。

过去，我们强调公共空间的

无障碍基础设施建设，如修盲

道、去台阶、设置盲文按钮等。但

今天，如何普及网络无障碍意

识，让视障人士充分参与数字化

交互和实践，帮助他们铺设一条

“互联网盲道”，成为大众共享数

字发展红利的前提。令人欣慰的

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企业

参与到了“互联网盲道”的修建

中。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内容

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

试方法》《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

无障碍水平评测体系》等政策文

件的落地实施，我国有超 370家
网站和 App已经完成无障碍改
造并通过测评。一些现实障碍正

在慢慢消除，互联网生活变得更

有温度、更富人情。

那么，在“互联网盲道”的建

设过程中，哪些问题值得注意？

信息无障碍的“关怀模式”，要传

递什么样的观念与价值？其中最

重要的一点是逐步改掉“想当

然”的设计。信息无障碍的设计，

核心在于了解视障人群的基本

使用习惯，设身处地为他们打通

使用过程中的堵点、卡点。而“无

法感同身受”，往往成为互联网

工程师和设计者的“软肋”。例

如，网页上的图片无法朗读怎么

办？进行人脸识别时，视障人群

无法在镜头前眨眼睛怎么办？验

证码的声音提示是否存在安全

隐患？细致入微的“互联网盲道”

设计，往往需要技术人员与视障

人群密切互动，需要参与者“蒙

上眼睛”，以切身的感受对产品

进行测试、反馈、调整，从而发现

卡点、疏通堵点。

“互联网盲道”的建设，往往

是科技、公益和人文的多重碰

撞，需要互联网企业增加一些人

性化和公益性的尝试。很多计算

机工程师表示，实现互联网“适

盲”改造并不难，但由于企业会

更重收益，过于考虑成本与预期

回报的关系，往往无视或推迟

“适盲”改造。在实际操作中，“适

盲”改造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既

涉及公司的调整审批、技术分

工、生产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权

衡，又涉及工程师个体主观能动

性的挖掘与发挥。此外，每个互

联网公司的发展阶段不同，也决

定了“适盲”改造的进度无法统

一拉平。

信息无障碍的推行，终究需

要我们将视障人群纳入“常规用

户”序列，将他们的需求与非视障

人群的需求同等看待，并在产品

和服务的设计上做到一视同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智能语音和 AI辅助技术不断完
善，这些进步都为“互联网盲道”

建设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借助

AI视觉、语音、自然语言处理和
情境感知等技术，许多互联网平

台开启了无障碍设计的优化升

级。如利用 AI助力视障人群识
别照片内容，实时语音导航指引

视障人群步行，或在他们看电影

时给予辅助解释，这些都证明了

AI功效让无障碍优化得以更快
捷、更广泛地推行。

有爱无“碍”，才能让生活更

出彩。随着互联网深度渗透工作

生活，关注视障人群的使用需

求，加快修建“互联网盲道”，为

他们构建通往互联网世界的桥

梁，当是全社会共享数字红利的

题中应有之义。

渊据叶光明日报曳冤

让视障人群便捷使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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