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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在一次扶残助残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团队发现对于普通人来说再寻常不过的穿脱

衣物，对于残障人士而言却是极大的困扰。“越是残疾，越要美丽”是项目负责人王丽

智常常提到的话语。一个想法，一次实践，一鼓作气，全身投入，“织瑕成锦”由此而

生。

 瑕裾交结，锦衣寄暖。为了向残障人士提供专业性强、服务性好、满意度高的公益服

务，团队开展了独具匠心的四项公益服务计划。星辰计划中，项目实现了公益活动进校

园；瑕光计划中，项目搭建了“为爱发声”义卖平台，售卖残障人士的作品；匠心计划

中，项目设立了专业的服设团队并与五所医院合作建立数据库，设计出更加美观实用的

无障碍服装；同心计划中，项目从各界邀请到一批颇具正面影响力的人物和企业加入，

同时与残联合作，助力宣传项目理念，增强影响力。

 项目组秉持行为的公益性，切实将便利与温情带给广大残障人士，坚持开展更亲近于

残障群体的活动，创新研发更能引起残障人士共鸣的服装产品。商业化仅作为团队形成

资金链的一部分和进行长期关怀的一类途径，让“美”由残障人士自我定义，使温暖、

舒适和便捷可以共存于社会中缺少人文关怀的群体，是团队从始至终肩负的使命与秉承

的信念。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项目组以无

障碍服装为核心，满足肢体残障人士对服装的基本物质需求以及对服装美学的高层次心

理追求。在服饰设计上，项目展现了中国特色、中国品牌的特色优势，为实现“美无差

别”的目标而奋斗，让服装彰显尊重与关爱，推动社会朝着多元化、去标签化和包容化

的方向发展。

        项目组开展了独具匠心的瑕光、匠心、星辰、同心等四项公益服务计划，助力

残障人士实现“自身造血”。团队在文登整骨医院等地举办了无障碍服装试穿活动，鼓

励残障人士积极表达试衣感受：无障碍病号服的特殊设计不仅极大地方便了就医过程，

也有效解决了日常生活的不便。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运营模式

 项目实行OEM（原始设备制造商）的商业模式，俗称代工生产。团队不直接参与产品的

生产过程，而是利用项目掌握的核心技术负责设计与开发新产品，控制销售渠道，严格

把控服装产品材质，选择资历丰富、资质正规的代工厂进行代加工组装。

 2.合作模式——六位一体

 项目采用信息共享+资金技术合作+员工共享+共同目标实现+共同宣传+共同举办公益活

动的六位一体模式。

 信息共享

 与残联组织构建信息共享平台，调查服装要求，提供设计数据。

 资金技术合作

 与设计方、生产方企业形成三位一体的残障人士服装生态圈，完善产品供销一体化，

健全高中低端服装市场销售网络。

 共同目标实现

 政府人力资源部门与服装设计院校合作，为大学生就业提供绿色通道。与院校建立伙

伴关系，建立“高校直通车”，为设计师招聘提供“快捷通道”。

 员工共享通道



 为残联、医院等员工提供培训服务，节省双方用工成本。

 互助宣传

 与残联、医院等开展合作，互助宣传推广。

 共同开展公益活动

 （1）设立“为爱发声”，对残疾人艺术作品进行义卖。

 （2）开辟设计小屋，鼓励残疾人自行动手设计衣服。

 （3）利用项目的公益性及大学生宣传渠道，取得天使投资。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团队以“织瑕成锦，瑕亦为光”为口号，致力于改善肢体残障人士因服装造成的心理障

碍与生活困难等问题。

 山东财经大学“织瑕成锦”项目组作为社会公益组织成立旗下工作室，其下设商业营

业部和组织资源部两大板块。

 商业营业部负责工作室内一切商业盈利活动的规划及执行，内设生产、销售、设计、

财务以及日常办公室五个部门。组织资源部负责与招募的志愿者协调沟通，统筹公益活

动安排，由招募处、宣传处、日常经营处、会员管理处等四部分组成。

 团队核心成员由开展无障碍服装推广工作的同学和老师组成。创始人长期关注肢体残

障人士的生活、心理需要，多次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团队成员具备丰富的项目经验，由

山东财经大学本科生组成。未来，工作室将在现有业务基础上，依托设计人员和技术实

力，保持设计领先，加大新型成衣的设计开发和市场拓展力度，完善服装和服务配套体

系，继续扩大工作室主营服装力度，进一步加强工作室营销网络的建设，有效拓展市场，

以继续优化成衣为组织理念，提升无障碍成衣市场竞争力，扩大工作室经营规模，巩固

研、产、销密切结合的经营体系。工作室将加强项目品牌文化建设，健全内部组织结构，

实现客户、员工、工作室的不断发展。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项目组创新性地总结出公益性与商业性兼并的运营模式，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了

解需求，通过实地调研展开一系列公益活动，深入了解肢体残障人士需求。第二，精准

帮扶，为肢体残障人士提供服装代工等就业机会，帮助其实现其自身造血。第三，扶智，

为肢体残障人士搭建施展个人才华的平台。第四，营销盈利，在残联的支持下，与众多

公司、企业合作，设计生产无障碍服装成品，投放进服装市场。

 工作室针对不同肢体残障人士的身体特点，采用不同的服装面料、服装颜色、服装剪

裁方式，创新性研发了“织瑕”系列、“成锦”系列、“一只足矣”系列三大产品主线，

计划打造特制轮椅等衍生产品扩展市场服务范围。其中“织瑕”系列是针对肢体残障人

士特殊需求设计的功能性服装，“成锦”系列是在满足肢体残障人士需求的基础上融入

美学设计的时装，“一只足矣”系列是基于部分肢体残障人士特殊需求设计的鞋履。项

目组将产品分为低端产品、中端产品和高端产品，将占比较大的肢体残障类型结合残障

人士普遍身体特点批量生产价格较低的中低端产品。高端产品则根据肢体残障人士的不

同需求和不同审美进行个性化定制，尽可能满足不同消费能力的肢体残障人士对服装功

能、服装舒适度和美的需求。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

 目前，项目的宣传力度有待加强，品牌知名度仍需提高。一是社会对于肢体残障人士

群体的关注度亟待提高，较难联合各方力量进行综合推广；二是部分肢体残障人士群体

尚未听说或了解本项目，且不曾获悉市面上针对其身体特征的无障碍服装品牌，使本项

目在造福更多肢体残障人士的道路上困难重重。

 下一步打算：

 在志愿服务方面，项目组将继续推行“星辰”行动，扩大志愿者招募规模，大力推广

项目知名度；加大“瑕光”行动宣传力度，组织肢体残障人士手工艺品义卖活动，为肢

体残障人士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使其更好地实现社会价值；深入发展“匠心”行动，完

善数据库信息，充分利用大数据为肢体残障人士提供保障；重视推广“同心”行动，动

员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推动“美无差异”理念的传播。同时，项目组计划开拓新的

志愿服务活动，秉持公益理念，积极开展实地调研，更加深入地挖掘肢体残障人士的切



实需求。

 在创业方面，项目组将继续展开对于肢体残障人士服装产品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完善

“织瑕”“成锦”“一只足矣”等系列产品。此外，项目组将根据肢体残障人士的身体

特征，进行服装剪裁和面料等方面的创新，使产品更加满足残障人士对于“舒适”与“美”

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