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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爱，明天依然美好
     ——致我省全体服刑人员的一封信

朋友们：你们好！

   因为《服刑人员困难家庭帮困示范项目》的开展，一部分人已经认识我们。从 2012

年项目实施以来，你们中的 1000 多户家庭获得了资助，善款达 180 万元。这些带着全社会

爱心的善款惠及浙江、云南、安徽、贵州、四川、河南、湖南、湖北、上海、广东、广西、

江西等省市，有的成为孩子的学习费用，有的成为老人的生活资金，为这些陷入困境的家庭

重新点亮了希望。

   但大部分人对我们还陌生。我们是经省民政厅注册登记，以关爱少年儿童、帮助困难群

体为己任的民间慈善组织。几年前，我们注意到，服刑人员家庭往往因“顶梁柱”入狱而陷

入困境，但无论乡邻互助还是慈善救助方面，获善待度都较低。于是，基金会经过努力，推

出了我省首个针对服刑人员困难家庭的长期帮助项目，资助就学孩子和 60 周岁以上老人。

我们通过本会义工直接送款、征集外地公益组织协助送款、邮局和银行汇款等形式，将善款

100% 的送到受助家庭。

    不管你们多么坚强，当看到自己的家庭获善待度低时，心里肯定很疼。我们认为，你们

必须正视曾经犯下的错，这些错给别人造成了痛苦，同时也给自己家人带来了伤害。往事不

可追回，能追的只有未来。为了回归后能够弥补家人的伤痛，能够回报好心人的帮助，请从

今天起，呵护内心深处善与爱的种子，找回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自己，积蓄起满满的“正

能量”；从今天起，找准今后的人生道路，变刑期为学期，学得一门本领，能够自食其力，

今后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与家人携手共创美好的生活——如有余力，也请帮助别人，将

爱心的接力棒传递出去。

    要相信社会，尽管给了你们惩罚，但并没有放弃你们，尤其没有放弃你们的家人。《服刑

人员困难家庭帮困示范项目》获得了民政部的资金投入，获得了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和

各监狱的大力支持，获得了诸多爱心企业和人士的捐赠，还于 2013 年荣获了我省慈善领域

的最高奖——“浙江慈善奖”。这是全社会对你们的关心。

   要相信自己，错一时不等于错一世，“浪子回头金不换”。汗水可以洗刷过去的罪

过与耻辱，善念能够引领今后的希望与方向。长辈在翘首等待你们的归去，孩子在殷切期

盼你们的出现。只要心里有爱与信仰，明天依然美好。

    我们的项目会持续开展，如果你们的家庭有需要，可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我

们会尽力给予帮助。让项目的宗旨——“温暖囚子家·照亮新生路”，陪伴并鼓励你们积极

改造，照亮你们回归社会、回到自己家里的路程。

                                                  浙江省阳光教育基金会    

                                                     2014 年 9 月 20 日



“温暖囚子家 • 照亮新生路”
       荣获浙江省慈善项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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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阳光教育基金会《服刑人员困难家庭帮困示范项目》——“温暖囚子家 •

照亮新生路”荣获浙江省第四届慈善项目奖。在 2014 年 2 月 27 日的颁奖典礼上，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夏宝龙接见获奖者并发表重要讲话，副省长

熊建平上台颁奖。基金会秘书长陈九兰作为获奖者代表，从领导手中接过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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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省长熊建平向秘书长陈九兰（右一）颁奖 秘书长陈九兰（右一）作为获奖者代表上台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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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1 月 20 日，省民政厅副厅长罗卫红 ( 右三）一行到基金会调研指导，

对基金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她一直关注服刑人员项目，寄予厚望，予以支持。

当时服刑人员项目与基金会另一项目双双提名浙江慈善奖，她非常高兴，表示一家

基金会能同时二个项目入围的事例很少，并勉励基金会再接再厉。

02

洒下阳光·爱心高墙 洒下阳光·爱心高墙



秘书长陈九兰（右二）与时任省司法厅副厅长李会光（左二）、时任省监

狱管理局副局长俞振华、省乔司监狱政委郑维新一起步入捐赠仪式会场。

服刑人员在捐赠仪式上表演节目 ,表达感恩之情项目得到监狱管理局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配合

监狱管理部门大力支持  
   阳光爱心照亮新生路

    2012年9月3日下午，“洒下阳光·爱心高墙”捐赠仪式在省乔司监狱文体中心隆重举行。

时任省司法厅副厅长李会光，时任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俞振华，基金会秘书长陈九兰，理事

陈燮中、肖丽娟及省乔司监狱、省南湖监狱、省女子监狱、浙江法制报、浙江新生报等的领

导，出席了本次捐赠仪式。

    此后，捐赠仪式陆续走进其他监狱，爱心温暖了越来越多的服刑人员家庭，也鼓励了越

来越多的服刑人员积极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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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岁的筱军（化名），跑进破了顶的灶台间，

娴熟地把柴火在灶台旁堆好，那是身患癫痫的

妈妈刚砍好的，其中有几根，还是他帮忙从山

上拖回家的。

    14 岁的姐姐筱英（化名），暑假生活单调

而忙碌：洗衣服，做饭，写作业，睡觉。

   弟弟的心愿，是有一个不漏水的灶台间，

全班第一的姐姐，学习的动力就是“让妈妈不

用那么辛苦”，智障的妈妈则看着碗柜里的 2

个小南瓜，盘算着什么时候让孩子们吃上肉。

   因过失入狱的父亲，还要几年才能出狱，

失去顶梁柱后，姐弟俩努力帮衬妈妈，撑起这

个家。只是，光凭 2 个孩子的双手，力量太过

微弱，谁能拉他们一把？

   上周，我们浙江省阳光教育基金会前往开化

县齐溪乡走进了筱英的家。那里，是姐弟俩的家，

也是浙江省阳光教育基金会推出的“温暖囚子

家 照亮新生路”阳光助学活动的第一站。

   弟弟想要一个不漏水的灶台

   大龙村在山上，从山顶到山下，开车半小时，

进出没有车辆。姐弟俩的家又在山上的山上，

从村口进去，要走好一会。

   他家烧饭的灶台间，更确切说只是个半露

天的柴火间，“屋顶”破了大半，虽说晴天的

时候，阳光照进来很亮堂，可一旦刮风下雨，

    谁来帮开化这对姐弟实现这些愿望
                           ——走进开化县齐溪乡筱英的家  

雨水和尘土，就全掉进锅子里了。

   “下雨天啊？那就不烧菜了，”筱军似乎习

惯了这样的生活，晴天开火，雨天随便在电饭煲

里蒸点，或者干脆吃腌瓜。

   墙角处是一排堆放整齐的柴火，“我和妈妈

一起砍来的，”小家伙有些得意，“妈妈上山，

我也跟去，她背 2 捆，我拖几根，就是现在我还

砍不动柴火，妈妈砍好，我放整齐，烧饭的时候，

也是我生柴火。”

   这几天天气好，家里天天开火，“我喜欢吃

灶火烧出来的菜，青菜也很好吃，要是能烧顿肉，

就更好了。”

   小家伙说，前阵子一直下雨，家里很多天没

开火了，他吃了几天腌瓜，嚷嚷着要吃“热青菜”，

当妈的拗不过他，趁雨停的间隙，生火想烧几个

热菜，结果盛菜的时候，刚揭开锅盖，风雨大作，

雨水直接从缺了一大块的“屋顶”灌进来。

   “都是脏水和脏树叶，怎么吃啊？”当妈的

看着一锅狼藉的菜，既可惜菜又心疼儿子，捏着

锅盖嚎啕大哭，筱军看到妈妈那么伤心，也跟着

哭作一团。

   那顿饭，后来只能电饭煲里煮点白米饭，再

放几根腌瓜下去热热，凑合着吃完。“阿姨，我

就想要一个不漏水的灶台，这样下雨天我们也能

烧菜了。”在灶台间，小家伙眼睛亮亮地看着我，

小心翼翼说出自己的心愿。

品学兼优的姐姐边照顾

妈妈边等爸爸回家

   2010 年 10 月，筱军的父

亲因电鱼设备没保管好，导

致漏电致人死亡，判刑 5年。

   妈妈于琴（化名）有轻微

智障，不能工作，只能在房

前屋后种点蔬菜，晴天的时

候上山砍柴，和做点简单家

务。 这个家，是整个大龙村

188 户村民里，最穷的一户。

为了多赚点钱，一家之主的

父亲，打工之余，想到了去

电鱼卖钱，不料鱼没电到多

少，就出事了。

   “我哪能赚钱啊，种的菜

还不够吃呢，还要靠大伯阿

姨家接济。”丈夫一入狱，

一家三口，每个月就靠低保

的几百块钱，和亲戚邻居的

接济过日子，“上一次买肉

啊，我想不起来是啥时候了，

我们一般就吃蔬菜和腌瓜。”

   现在，这个家庭的很多重

任，越来越落在了姐姐筱英

个案一

稚嫩的肩上。

   我们去的那天，筱英睡了暑假以来第一个午

觉，“太累了，补一觉吧。”

    一般来说，她的暑期生活，都这么过——早

上 6 点多起床，把前一天的剩饭热一锅粥，就着

腌瓜吃完；7点多，把一家人的衣服，拿河里去洗；

8点多写作业；11点多把剩下的粥分3碗当午饭，

再去炒个蔬菜；下午写作业，6 点多烧一锅新米

饭；洗完碗陪弟弟玩会，帮妈妈打扫卫生，再有

空就写会作业，然后冲澡睡觉。

   一个假期，除了去趟大伯家花了一些路费，

她没花过一分零花钱。

    “妈妈身体不好，弟弟又太小，我平时都住

校，就趁暑假在家，多做点家务活，让妈妈轻松

一点。”

   这幢 1987 年才造好的

房子，很破旧，但异常干

净，大夏天的，看不到一

点垃圾和蚊虫。墙上贴着

一溜儿奖状，更多地奖状，

放在抽屉里，除了三好学

生，还有体育、演讲等各

方面的获奖。

   “上学期班里第一，

年级 20 名。”开学后就

要初二了，筱英英语很好，

但缺英语书籍，刚好阳光

教育基金会送上了英语词

典和口语书籍，她如获至

宝：“我会好好学习，早

点考上大学，早点工作，

早点让家里人过上好日

子。”

    然后，她咬一咬嘴唇，

“我也想对爸爸说，我会

好好学习，照顾好妈妈和

弟弟，等他回家，我爸爸

不是坏人，要不是想让我

们过得好一点，他也不会

出事的。等爸爸回家了，

我们的生活会好起来的。”

   9 岁的筱军，长期营养不良，个头明显比城

里的孩子小一圈，看上去只有 6、7 岁。品学兼

优的姐姐，虽然镇上有好心人捐助了她在校期

间的生活费，可为了不给家里添负担，她平时

基本不花钱，每周开销仅往返家和学校的 10 块

钱路费（通到山脚的乡村巴士，她车费 3 元，

弟弟 2 元，下车后姐弟倆走大半个小时山路才

能到家。）

   这个遭遇不幸的家庭，虽贫困但很积极，艰

难却不抱怨，姐弟俩也很阳光。两个懂事的孩子，

努力帮妈妈把家撑下去。

   “如果，你想让小筱军能在雨天吃上一碗热

菜，想让姐弟俩每周能吃上一顿肉，就联系我们，

让我们一起帮帮他们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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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8月16日，我们（浙江省阳光教育基金会）

和省乔司监狱狱警一同前往衢州衢江区，走进了大方

（化名）的家。这是基金会推出“温暖囚子家·照亮

新生路”阳光助学活动实施第二年走进的第一站。14

岁的小龙接待了我们，为我们泡上了绿茶。

    小龙沉默少言，从小缺少父爱、母爱。

   在母亲生下他不久，因夫妻感情不和，母亲离家

出走至今音信全无。在他 6 岁时，父亲因一时贪婪行

窃，获刑 10 年 6 个月。小龙跟随爷爷和伯伯生活。

   72 岁的爷爷平时和严重残疾（患小孩麻痹症）的

大儿子（小龙的伯伯）生活在一起。

   46 岁的伯伯未娶，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伯伯每个

月残保金维持，在衢江区村里也是最困难的一家。6

年了，小龙只见过父亲一次。

   伯伯向我们讲了小龙的童年，他含泪说，小龙是

个可怜的孩子，没有像别家孩子一样有一个快乐的童

年。在他还需要喝奶的时候，他的爸妈就因感情问题

分开了，从那时起，小龙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妈妈，

学
心
理
学
的
应
科
长
耐
心
地

与
小
龙
伯
伯
进
行
思
想
交
流

基金会项目部负责人华丹英为小龙送上学习用书

个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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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望爸爸的爱
                          ——走进衢州高家镇大方的家  07 年，爸爸也“进去”了。其实，小龙从小就跟我和他爷爷生活，平日

少言少语，但一直蛮懂事，别看他是个男孩子，洗衣，烧饭样样在行的，

这就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吧。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放暑假小龙从没

想着玩，天天顶着太阳到处抓知了，有时候一天可以抓 800 多只，换钱

为自己挣学杂费，补贴家用。14年来，仅一次爷爷和我带着他去看爸爸。

平生第一次坐了火车。

   我原在杭州一家企业看大门，有微薄的收入，加上残保金勉强可以

解决自己的家庭温饱，2010 年，企业不景气下岗了，我就离开杭州回到

了老家，一家三口的日子就过得更加艰难了。

   为了生计，爷爷还在继续打零工，儿子跟他说：“今天基金会和监

狱管理人员来家，你休息一天吧，顺便养养红肿的脚腕”。可老父亲却说，

“小龙马上要开学了，你在家吧”。还是出门打小工去了，舍不得放弃

一天的小工钱。

   最后，伯伯托我们转告大方：“好好改造，早点回家，父亲老了，

干不了几天小工了，小龙长大了，需要爸爸。我这个样子也是有心而力

不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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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岁的儿子小鼎（化名）患有先天性耳聋，

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二老无经济能力给孙子配助

听器，一直拖着，其实小鼎十分聪明、机灵，学

习成绩也很好，因为听不见无法跟小伙伴玩和交

流产生自卑。儿子的心愿，是希望植入“人工耳

蜗”，走出无声世界，但是需要18万元的治疗费。

   父亲孤寡一人，双目失明，每天就靠左邻右

舍接济过日子，煮烂的西瓜皮和发霉的豆腐是他

经常的食粮，就连这样还是饱一餐饥一餐。家其

实跟“垃圾站”无异，有空间的地方都堆满了废

纸、破衣服、瓶罐等，并积满了灰尘，房间里用

布盖的马桶特别显眼。远远就能闻到老人身上发

出的异味。

    小英夫妇因生活所迫，无知，以组织卖淫罪

获刑 10 年 3 个月。

   8 月 27 日，我们浙江省阳光教育基金会和金

华监狱管教干部一起前往仙居县下各镇黄粱陈

村，走进了服刑人员困难家庭小英（化名）的家，

个案三

         活泼可爱的儿子，想要有一个“人工耳蜗”

    小英夫妇，原本有一个虽清贫但幸福的家。

   夫妇两人在一家工艺品厂工作，小英擅长画

画，年收入 2 万元左右，丈夫是木工师傅，收入

也可，小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儿子的出生，更增

添喜悦。但是，随着儿子的长大，不幸也随着降临，

儿子被诊断为先天性耳聋，多方打听四处求医，

最终被告知需植入“人工耳蜗”才能听见，却要

18 万元的治疗费……

   12 岁的小鼎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初见小鼎

的爷爷奶奶，一对朴实的老农民。我们到访正值中午，两老正在准备中餐，爷爷烧火，奶奶烙饼，

老人热情的请我们品尝，还把唯一的电扇开了起来。小鼎怕生，一直躲在奶奶的后面，爷爷告诉我们，

小鼎因为身体上的缺陷加上家庭的变故，十分自卑，不喜欢与人交流。也怪我们家里穷，一直没能

带他去治疗。直到孩子要上学了，才东拼西凑买了一只助听器，孩子带上它勉强能听到，才去上了学。

因助听器带的晚，孩子的说话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学习很吃力。

   我们将书包、图书、篮球等文体用品递给小鼎，小家伙背起书包，抱着篮球，开心的笑了。当看到

文具盒里有一块电子表，一个人静静的走进屋子，把手表戴在手上，更是爱不释手。最后我们将妈

妈给他的一封信和一幅画交给他，小家伙当场用含糊不清的口齿读起了妈妈的信，脸上露出了久围

的腼腆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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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目失明的老父亲盼望女儿早点回家  

   如同晴天霹雳，丈夫失去了工作的原动力，染上了赌

博的恶习，开始不回家并提出离婚。

   作为孩子的母亲，丈夫的离开并没有让小英放弃治疗，

为了筹钱还四处打听来钱快赚大钱的门路，听朋友说，

以开浴室为名组织卖淫来钱很快，小英倾其所有和朋友

合开了一家“浴室”。法盲的决定把小英推向了深渊，

不但儿子的治疗费没有赚到，小英和朋友（现男友）因

组织卖淫被判入狱，获刑 10 年 3 个月。当时，小英已怀

有三个月身孕，虽被批准取保候审，因特受刺激，并随

着生活压力的增加，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导致轻度精神

分裂。生完孩子后，继续入狱在老病残中队服刑，平时

靠药物控制，终因无法释怀 ,得了产后忧郁症。

   小英入狱后，家中仅剩下 67 岁且双目失明的老父亲

和 10 岁的小鼎和刚出生的儿子。失去顶梁柱后，双目失明的父亲实难撑起这个家。只好把小鼎送往

爷爷奶奶家，小儿子由现男友的父母接走。老父亲孤苦伶仃的守在老房子里盼女儿早点回家。

             “女儿，爸爸等你回家”
                             ——走进仙居县下各镇小英的家  

              1500 元资助款，只是杯水车薪

   怀着酸痛的心情，我们为老人念小英的家书，老人听得认真仔细；为老人播放了小英在监区生活

的视频，老师侧耳倾听，眼角微微泛出泪光，思念女儿的心情溢于言表；当我把 1500 元资助款放到

老人手中时，老人的手不停地颤抖……

   当民警告诉老人，帮其拍一段视频带给小英时，老人自信的抬起头微笑面对，对着镜头整理了一

下自己后说：“小英，我一切都好，身体也还硬朗，不用担心，你在里面要好好改造，听民警的话，

爸爸等你回来”，几句质朴的肺附之言，感染了现场所有的人。

   要离开了，看着老人手执竹竿，孤身一人倚在门前，我的心好似被什么堵着。这个遭遇不幸的家庭，

虽贫困但很积极，艰难却不抱怨，尽管“服刑人员困难家庭帮困示范项目——温暖囚子家·照亮新生路”

阳光助学、助困活动已推出有三年了，可我感觉还有很多很多事没有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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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服刑人员家属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

   下各镇黄粱陈村，是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村，

各家的小洋楼好显气派。唯有小英家的红砖墙民

房格外显眼，室内更是一片狼藉，满地杂物积满

灰尘，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和电器，老灶台上

的大锅锈迹斑斑，八仙桌上放着“三菜一汤”，

煮烂的西瓜皮、霉干菜、发霉的豆腐干、豆腐汤。

听邻居说，我们看到的这几个菜还都是街坊四邻

接济的，老人的一日三餐，谈不上冷热，说不上

营养卫生，还没有保障。邻居还说到，更让人揪

心的是老人生病怎么办，说不好哪天“去了”也

不会有人知道。

   老人的活动场所基本局限在门厅，整日对着

门坐着，简直无法想象眼前这位失明老人这几年

独自一人是怎么过来的。也许是我们的到访打破

了这个家往日的寂静，老人手执竹竿在家中不停

的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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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人员困难家庭帮困助》项目爱心支出 
2012年，567户困难家庭受益，累计发放善款641948.6元；  

2013年，602户困难家庭受益，累计发放善款569940.8元；

2014年，585户困难家庭受益，累计发放善款568500.0元。

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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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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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刑人员困难家庭帮困示范项目》诠释

   从 2012 年至今，“浙江省阳光教育基金

会服刑人员帮困示范项目”已连续三年获得

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立项通过，中央财政每

年拨款 50 万元支持基金会开展本项目。项目旨

在全面实施对服刑人员困难家庭的就学孩子和

60 周岁以上老人的资助，帮助孩子顺利完成学

业、帮助老人渡过生活难关，同时通过社会帮

教促进服刑人员改造。

   目前，分布于全国 20 多个省市的 1500 多户

服刑人员困难家庭的孩子和老人得到资助，善

款达 180 万元。基金会收到大量服刑人员以及

受助家庭的感谢信、感谢电话、感谢短消息。

   这是我省基金会针对服刑人员这个特殊群

体直接帮助人数最多的一次爱心捐助活动。该

项目能够持续地开展，重要在于：

   一、领导重视，组织周密，程序

透明，保证活动顺利推进

    该项目策划严谨，实施有序，公开透明，

参与人员多，社会反响好。

   领导重视。浙江省阳光教育基金会领导、

基金会理事会和浙江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

领导对本次活动高度重视。每次项目启动前，

基金会与省司法厅、监狱管理局三家主办单位

都要抽调专人联合成立领导小组，印发《项目

通知》，高规格启动本次活动。随后，领导小

组进行项目实施联席会议，落实以基金会实施

部、省监狱管理局教育改造处为负责部门，多

次召开研究讨论，详细制定实施方案，严格把

握申请条件，为顺利实施该项目奠定了扎实的

基础。

    组织周密。考虑到服刑人员的特殊性，为慎

重起见，2012年，基金会选定在省乔司监狱、省

女子监狱、省南湖监狱率先开展首期活动，并

先期进行宣传摸底调查。三家监狱分别成立领

注度低、获善待度低，是“阳光照不到的角落”。

帮助服刑人员困难家庭，符合基金会的宗旨。服

刑人员帮困项目彰显了公益事业作为人之生存保

障的补充，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强调，体现了普世

价值的引导。

   开展社会帮教。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是社会

工程，社会帮教是教育改造的有效手段。对服刑

人员困难家庭的帮助，可以解决服刑人员的后顾

之忧，促使他们安心改造；可以让服刑人员体会

到社会的关心，巩固他们的改造信心，树立重新

做人、早日回归社会的勇气和信念。

   关爱特殊人群。近年来，司法部提出了“把

降低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狱

工作的首要标准”。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

要求。三年来，基金会收到大量的服刑人员感谢

信，帮助服刑人员困难家庭，可以在服刑人员心

中种下“爱”与“善”的种子，学会感恩，激起

他们刑满释放后回报社会、关爱他人的善良本性，

降低这一特殊人群的重新违法犯罪概率。

   服刑人员家庭（家庭成员）因亲人获罪而获

善待度低，是“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同时又因

失去主要劳动力而贫困。服刑人员自己为所犯下

的罪行付出自由的代价，但是他们的子女、老人

是无辜的，需要社会的关爱，该项目就是以人性

关怀为原则，用爱感化、用爱传递爱。项目彰显

了公益事业作为人之生存保障的补充的属性，体

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

   特殊人群是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之一，

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关注点之一。服刑人

员帮困示范项目产生的多重社会效果，达到助力

和谐社会建设的切实效果。

   三、项目具有创新性、推广价值和

复制可行性

   根据全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看到了该项目

的横向及纵向的可复制性、创新性。

   浙江省现有约 10 万名服刑人员，其中家庭困

难的占 20%。在全国范围内，服刑人员困难家

庭数量可想而知。因为缺失主要劳动力，这些家

庭自我脱困能力不足。服刑人员困难家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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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和实施机构，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充

分利用基金会官方网站、微博、《今日早报》、《浙

江新生报》以及监狱小报、黑板报、横幅等宣传

途径，大力营造社会帮助服刑人员解决后顾之忧

的良好氛围。正是有了第一年成功的经验积累， 

2013 年我们的项目在浙江省的 14 个监狱开展，

2014 年，参加项目的监狱增加到 17 个之多。

   程序透明。活动设置了服刑人员申请、监狱

审批、基金会审核、监狱公示、个案走访，资助

款下拨等环节，所有流程、明细、账目等内容均

在基金会网站及时公布，充分体现公开、透明，

接受社会监督。为将善款100%送到受助人手上，

基金会制定了四套送款方案：1、由基金会工作

人员或基金会义工直接送达，现场签收；2、征

集全国各地的公益组织，通过各地的义工协助送

款；3、邮局、银行汇款，4、服刑人员家属探视

时签收领取。

   2012年，567户困难家庭受益，累计发放善款

641948.6元；2013年，602户困难家庭受益，累计

发放善款 569940.8 元；2014 年，实际受益家庭

585 户，累计发放善款 568500 元。同时，基金

会为保证项目的正常运作累计投入配套资金 50

余万元，主要用于困难家庭的跟踪走访，切实解

决贫困服刑人员子女的就学问题和老人的生活困

难。这些困难家庭分布于浙江、云南、安徽、贵

州、四川、河南、湖南、湖北、上海、广东、广

西、江西等 20 多个省市，基金会的温暖传递到

半个中国的特殊困难家庭。

    二、凸显公益价值，开展社会帮教，

关爱特殊人群，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项目在公益性、社会性上体现了特殊的意义。

  凸显公益价值。“聚集一缕阳光，洒向最需要

温暖的地方”是基金会的宗旨。服刑人员家庭

因为失去主要劳动力，大多陷于贫困，而且被关

和老人是无辜的，他们应该属于公益事业的帮

助对象。但目前，我省尚无针对服刑人员的长

期帮助项目，在全国也未曾听说这个主题。

   推广价值。对服刑人员困难家庭进行资助不

仅体现扶贫帮困的传统公益价值，而且能够对

服刑人员进行有效教育改造，重塑其价值观，

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为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贡

献。

   可行性。在首期活动中，基金会积累了一定

的工作经验，也看到了司法行政机关和各监狱

单位作为执法机构在活动操作中的组织能力和

规范、严谨。这些符合活动长期开展所需具备

的素质。

    四、总结经验，加强合作，打造“服

刑人员帮困示范项目”公益品牌

   “服刑人员困难家庭帮困示范项目”是基金

会申报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获得通过的第一

个项目，但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已推出多项大型

公益活动，具有成熟的慈善基金运作管理体系，

和一心回报社会、有着极强责任心和使命感的

企业家组成的理事团队。基金会有信心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充分总结本次活动的成功经验，

将“服刑人员困难家庭帮困示范项目”打造成

具有基金会特色、面向全社会、长期可持续运

作的公益品牌。

   针对项目的特殊性，我们将加强与监狱的合

作，以共同的理念来确保项目的长期可持续，

以合作的行动来提高项目运作的整体能力，以

公信力和透明度来提高项目执行的质量和效果。

   今年的项目又圆满的画上了句号，但是我们

的助学帮困活动永远不会画上句号。在活动中

锻炼我们，激活了热情、增强了使命感，使基

金会的运作管理体系走向更成熟、更完善，团

队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我们自身亦对本次活

动心怀感恩，期待将活动做成“品牌”，做得

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