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项目总结报告

一、项目介绍

2021 年第九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于 11 月 23 日至 25 日在线上

举行。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刘海鹰教授被作为被重点宣传对象，

登上本届慈展会云展示平台民政部数字云展厅。

海鹰基金会携“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项目参加了此次慈展会，并作为展会

重点项目被推荐至腾讯公益平台首页。短时间内筹款上百万元。

该项目是海鹰基金会在新时期主动承担助力乡村振兴的责任，针对 160 个

乡村振兴国家重点帮扶县和革命老区，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结合多年来慈善

公益工作实践，计划在四川省甘孜县、德格县、理塘县和江西省遂川县、莲花县、

兴国县等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困难脊柱疾病患者义诊、重症脊柱疾病

患者救助的公益项目。

项目旨在汇聚众多爱心人士的爱，让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脊柱疾病患

者也能挺起脊梁，成为乡村振兴的顶梁柱，融入国家乡村振兴的宏伟大业。

项目主要通过组织医疗队赴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脊柱

疾病专家义诊、救助经济困难的重症患者就医等方式，为当地群众办实事、送温

暖。

二、项目实施

1、患者救助



旦真罗布，5 岁，患先天性脊柱侧弯合并后凸畸形，整个胸廓挤压到变形，如果

不治疗任由其发展下去会使心肺功能衰竭。

甲美永姐，11 岁，患先天性脊柱侧弯，从 3 岁戴支具到 8 岁，近两三年侧弯加

重的特别快。学校里同学给她取外号“背上有个驼”。

马雲靖瑶，11 岁，患先天性脊柱侧弯，学习成绩非常好，考试是全年级第一名，

喜欢主持，朗诵，但是因为脊柱侧弯很自卑，但是家里一直拿不出高昂的治疗费。

德白，25 岁，身高不足 1.2 米，患先天性脊柱侧弯，脊柱极重度的侧弯把胸腔

和腹腔严重挤压变形，治疗的难度非常高。



刘医生和孩子们合影

为救助当地脊柱疾病患者，海鹰基金会专家团队曾三次上理塘义诊，并分批安排

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进行治疗。

小马（马雲靖瑶）术前术后 X 线片对比 小马（马雲靖瑶）感谢基金会

手术十分的顺利和成功，2023 年 6 月 4 日，小马和妈妈踏上了回家的路，不久

后马雲靖瑶就能够康复，回到学校继续学业，去完成属于自己的小小梦想。

四川阿坝的甲美永姐和旦真罗布，也陆续接受了头盆环牵引手术以及生长棒手术，

经过一定的治疗周期后，也像小马姐姐一样恢复了正常的学业和生活。



2、医疗公益活动

实施时间：2023 年 9 月 13 日-18 日

项目名称：“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医疗公益活动”

实施地点：甘肃临夏州(七县一市）

实施机构：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

2023 年 9 月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和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驻北京

联络处联合组织国内知名医院脊柱外科、骨科、风湿科、妇科、心血管科等相关

科室专家医生于 9 月 13 日-18 日赴甘肃省临夏州开展“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医疗公益活动。

9 月 13 日上午，第一批医疗队员在临夏市集合后，分组前往积石山县、东

乡县、永靖县、临夏县、临夏市、和政县、康乐县、广河县的指定学校，覆盖临

夏州所有七县一市。在接下来的两天内，对当地 19 所中小学的适龄学生进行了

专业的脊柱侧弯筛查，共筛查了 27000 余名学生，初筛异常人数为 700 余人，

初筛异常率为 2.57%。

第二批医疗队中的义诊专家们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首都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北京市昌平区妇



幼保健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甘肃省中医院等 8 家单位，主要以脊柱

外科和骨科专家为主，同时配置心外科和妇产科专家。

9 月 13 日下午，临夏州有关领导与前来义诊的专家进行了“医疗公益助力

乡村振兴”座谈会并举行了“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项目临夏医疗公益活动义诊

出发仪式。

出发仪式结束后，四十余名医疗队员分为四支医疗队分别驱车前往七县一市

的指定医院开展公益义诊，并对前两天筛查发现的疑似脊柱侧弯儿童进行复诊。



2023 年 9 月开展的“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医疗公益活动，范围涉及 1 市

7 县，组建了 8 支医疗队伍，组织培训当地医疗机构人员入校筛查，第一天筛查

了 15746 名学生、第二天复查了 11786 名学生，共义诊了 951 人。有效地加

强了当地学生及家长对脊柱疾病及健康知识的了解，多个知名专家的加入，帮助

当地医疗机构提升了专业能力，各地融媒体相应做了大力报道，产生了很好的社

会效应。

实施时间：2024 年 7 月 20 日-22 日

活动名称：“连心工程-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医疗公益活动

实施地点：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1 市 5 县）

实施机构：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

2024 年 7 月，在国家卫生健康委乡村振兴办、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司、公安部定点帮扶办、住房城乡建设部帮扶办公室、国家广电总局公共服务司、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等中央部门和单位冠名指导下，基金会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能

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启动了“连心工程-支起乡村

振兴顶梁柱”联合医疗公益活动。

“连心工程”是助力健康乡村建设系列健康帮扶活动项目，由国家卫生健康

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自 2018 年开始启动，旨在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关于健



康中国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创建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助力共建健康乡村机

制及精准帮扶模式，根据基层健康乡村建设切实需要，以基层卫生专业人才专项

培训、健康扶贫物资公益捐赠、疫情防控帮扶、专家义诊、爱心教育进校园等健

康促进活动形式，搭建起互联互助精准赋能健康乡村连心平台，卫生强基层，健

康惠民生，合作创新，精准助力健康乡村建设。

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项目是通过组织医疗队赴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开展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脊柱疾病专家义诊、救助经济

困难的重症患者就医等方式，为当地群众办实事、送温暖。

7 月 20 日下午，六支医疗队在玉树州玉树市集合，专家们来自北京、西安、

郑州、信阳四个地区，包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解放军总医

院第一医学中心、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同仁医院门头沟医院、北京老年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西安红会医院、信阳市中心医院等 12 家单位，主要以脊柱外科和骨科专家

为主，同时包括风湿科、妇产科、关节科、心内科、心胸外科、中医正骨科、消

化科专家。

六支医疗队分别前往杂多县、治多县、曲麻莱县、玉树市、称多县、囊谦县开展

入院义诊、教学查房、科普讲座等活动。



第一队到杂多县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海拔 4100m

第二队到治多县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海拔 4300m

第三队到曲麻莱县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海拔 4300m

第四队到玉树州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海拔 3700m

第五队到称多县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海拔 3800m



第六队到囊谦县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海拔 3600m

玉树公益活动，在国家卫健委乡村振兴办等 6 家中央单位指导下，组织近 40 名

医疗专家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覆盖所有 5 县 1 市，义诊患者 600 余人。

三、项目成效、评估

近两年来乡村振兴顶梁柱项目，海鹰基金会在甘肃、青海陆续落地，范围均

覆盖全区各县，以实际行动让医疗资源“沉下去”，让健康水平“提上来”。积

极践行了“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力量。项目也逐步趋向完

善，得到不少的收获。

（一）、以青少年脊柱侧弯防控为主线，在各地尤其是高海拔地区积极探索落实

“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新思路。

脊柱疾病高发、青少年脊柱侧弯高发、重度脊柱侧弯高发，这种“三高”状

况是各地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大局前面的难题之一，也是影响当地未来动力数量和



质量的隐患。如玉树州县两级医院曾在“东西协作”框架下接受东部省份的组团

式帮扶，整体上提高了当地的医疗服务能力，但像专业门槛较高的脊柱外科等亚

专科未能建立，对脊柱疾病的处置能力依然不足；脊柱侧弯的防控压力并未显著

减少。国家卫生健康委乡村振兴办协调下，卫健委继续教育中心联合我国脊柱疾

病防控领域医学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公益机构海鹰基金会组成项目团队，在多次研

讨后发现：脊柱侧弯的筛查必须与连续的监测和有效的干预结合，才能从根本上

规避即便筛查次数再多，也只能每次都发现新的患者，却不能显著减少重度脊柱

侧弯新增患者的现象。这种工作模式（思路）才是适应当地“健康优先发展战略”

要求的。

海鹰基金会项目团队结合多年项目实施经验提出，脊柱侧弯的防控必须防治

结合，只有防控关口前移，才能有效控制重度脊柱侧弯新增患者数量。构建脊柱

侧弯防控网络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若干年后才能真正使

当地百姓的脊柱健康水平大幅提升一个台阶。这个工作思路得到玉树州卫生健康

委的强烈共鸣，并在公益项目启动前一天召开的有玉树州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和有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获得高度认可。

（二）启用互联网创新技术和专业设备助力，共建脊柱侧弯防控网，让优质医疗

资源得以高效转移下沉。

大多数青少年脊柱侧弯，属于特发性侧弯，也就是说目前尚未找到明确病因，

因此无法杜绝该病的发生，只能通过筛查早期发现，并采取有效手段延缓或者阻

止大部分患者的病情恶化。如何通过连续监测识别进展高风险人群，是防控重度

脊柱侧弯新增患者数量的关键。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通过携手合作伙伴的方式，帮助当地医疗机构共建

了脊柱侧弯云防控系统，贯穿脊柱侧弯“筛、诊、治、防”全流程，依托全球首

创的三维超声成像设备实现儿童青少年脊柱的连续监测，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技术实现了实时分析，依靠互联网技术实现了远程和统一管理。让包括北京在内

的内地优质医疗资源得以高效转移下沉。这种“共享一张防控网”的建设策略也

有效了避免重复建设和防控盲区，实现区域内防控资源均衡布局。

（三）双重措施防控，建立三级诊疗分流机制，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帮助患者闯

过经济难关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项目团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方面注重培养当地基层医疗人才，组织国内

顶尖医疗专家开展教学查房、业务培训等活动，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使当地

医生能够分担脊柱侧弯筛查及术后康复任务；另一方面守好医疗安全关，着力建

立起“当地各县-区域州市-北京等内地”的三级诊疗分流机制。北京等内地专家

判定可在当地或区域州市治疗的患者，尽量留在当地治疗；当地无法治疗的患者，

由海鹰基金会兜底安排到京各三甲医院治疗，合理配置医疗资源，让患者得到及

时有效救助。如玉树活动后，根据北京专家义诊意见，在义诊结束 1 周内护送 1

名重度腰椎滑脱患者进入青海省人民医院治疗，术后效果满意，顺利出院。

此外，针对经济困难患者建立配套的慈善救助工作机制，由海鹰基金会全额

资助其医保报销后个人承担的住院费用，对于转诊患者及 1 名陪护人员的住宿和

交通费用也予以全额资助，帮助这些患者闯过经济难关。

考虑到多数转诊内地的重度脊柱患者之前从未走出过当地，海鹰基金会委托

专人负责，手把手示范办理医保异地直报备案、预定机票车票、机场车站租借轮

椅、接送患者入院出院、准备当地特色食品等等，事无巨细，全程呵护。这种兜

底安排切实增加了当地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四、项目执行费用（情况）

项目名称 预算 决算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100 万 944,242.31



2022-2023 年，此项目共救助患者 16 人，费用支出 944,242.31 元

费用支出明细：

序号 患者姓名 费用类别 救助费用（元） 项目名称

1 普瓦错
医疗救助费用

37,951.65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患者交通食宿费用

2 甲美永姐
医疗救助费用

109,865.89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患者交通食宿费用

3 樊红英
医疗救助费用

16,251.18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患者交通食宿费用

4 旦真罗布
医疗救助费用

61,033.38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患者交通食宿费用

5 马雲靖瑶
医疗救助费用

68,364.73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患者交通食宿费用

6 昂拥赤来
医疗救助费用

61,094.05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患者交通食宿费用

7 单真曲珍
医疗救助费用

76,788.54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患者交通食宿费用

8 刘艳
医疗救助费用

38,485.88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患者交通食宿费用

9 泽让拉姆
医疗救助费用

96,819.02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患者交通食宿费用

10 泽仁拉姆
医疗救助费用

50,121.66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患者交通食宿费用

11 李昌管 医疗救助费用 17,357.00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12 管庆伦 医疗救助费用 16,662.04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13 降拥木洛
医疗救助费用

51,364.19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患者交通食宿费用

14 卓玛拉姆
医疗救助费用

77,247.39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患者交通食宿费用

15 尼玛
医疗救助费用

75,554.15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患者交通食宿费用

16 呷绒拉姆
医疗救助费用

89,281.56 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患者交通食宿费用

总计支出（人民币/元） 944,2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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