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参赛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黄手环行动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为老服务

项目实施时间 2012-08至2023-08，共计132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黄手环行动”是2012年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央视新闻中心共同发起的社会公益项目，

其主题是关爱阿尔茨海默病（AD，俗称老年痴呆症）患者，倡导“给生命的两头以同等

关爱”，帮助走失老人安全回家，让更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在

全社会形成尊老、孝老、爱老、助老的风气。

 “黄手环行动”公益项目，主要针对有走失倾向的老人免费发放黄手环，帮助他们安

全回家；针对社区医生进行专业培训，提高其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筛查能力；组织专

家到社区开展义诊活动，给老年人送去专业诊疗；针对社区群众和老人进行知识普及，

鼓励老人和家属正视疾病，提高家庭对病症的认知能力和照护能力；针对家属开展家属

支持活动，帮助解决家属面临问题和需求，提升患者家属照护服务能力。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截至2022年底，已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动员877家公益机构，上万名青年志愿者参与

活动，共计免费发放黄手环 111.4 万只，超过百万人次老人受益，其中微信黄手环 81.1

万只、定位黄手环 2.7 万只、防走失定位贴27.6万份，并举办109场专业培训以及1367

场知识普及讲座与义诊。社会宣传层面，在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指导下，长期主

办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同时也在每年59无走失日、99公益日等开展社会

宣传，达到了亿级传播量，提升了全社会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和项目影响力。2017年

至今获得过年度十大公益项目奖、中国公益致敬奖、中国互联网年度推荐“活力慈善”

项目等13个奖项。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问题导向”的专业论证。项目发起前，进行深入严谨的调研和论证，得到中国老年

保健协会老年痴呆及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协会的专业支持，听取专业意见，确定以阿尔茨

海默病老人为切入点，以老人走失为关注重点。

 2.“客户导向”的产品设计。以老人使用需求为出发点，对黄手环的颜色、式样、材

质、舒适度等进行了充分论证。在四川美院工业设计专业设计师的设计下，选择质地优

良的无毒橡胶，保障老人使用安全。

 3.“专家导向”的技术支撑。与行业内权威组织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协会（ADC）深入合

作，开展培训、义诊等活动时邀请相关专家出席，为项目提供专业的智力支持。

 4.“公信力导向”的规范管理。制定黄手环申领标准，规范发放手续，严格项目管理，

通过公益项目专业流程推动项目公开透明与规范管理。

 5.联合“国家级”权威宣传平台。充分利用项目共同发起方央视平台的权威发布与宣

传力量，提高媒体传播力度与广度，增加公众认知度与社会公信力。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项目成立项目办，由部门部长把关，项目人员主管，通过伙伴招募和系统管理服务、管

理团队，协助团队开展老年志愿活动。在2021年时，公益合作机构当年已经达到了163家，

截至2022年底，已累计超过877余家公益组织参与到议题联合行动中。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 捐赠模式：通过向社会募集资金、物资，为黄手环公益项目提供支持，提升公益形象

和品牌影响力。

 2. 众筹模式：通过腾讯公益、微公益、阿里公益宝贝等网络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

募集善款，支持公益项目，获得社会认可和支持。

 3. 合作模式：与政府、企业、NGO等合作，共同实现“黄手环行动”公益目标，获得

多方资源和支持。

 4.产品模式：“黄手环行动”设计推出属于自己的具有代表性的公益产品，即“黄手



环”，并利用微信平台、物联网、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手段，用科技技术服务于公益项目，

从普通黄手环，到微信黄手环，再到定位黄手环，防走失定位贴，不断满足不同老人的

需求。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在中国，阿尔茨海默病认知度和接受度较低，公众对疾病的症状、治疗选择和帮助控制

疾病的方法等其他方面的认识也很低，鉴于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数量的快速增长，迫

切需要对该疾病进行全面的教育，以减轻患者和护理人员的负担。

 下一步，“黄手环行动”将继续开展科普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

关注。继续迭代黄手环公益产品，帮助走失老人安全回家。继续开展专业医务人员培训，

提高医务人员的早期筛查、转诊等能力。打造家属服务模式，评估总结家属支持计划可

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经验模式，打造服务模式，赋能更多社会组织，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

同时，呼吁更多青年同志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