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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抗战老兵他们平均年龄 90 岁以上，大多老弱多病，还有的无子无女无生活保障。

由于历史原因，他们隐匿乡间，不为人知。如何解决中国正面战场抗战老兵的基本生

活待遇问题，让曾经的英雄有尊严地度过晚年，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

2015 年，国家相继推出多条关于抗战老兵的优抚政策，云南、陕西、广西、湖南

部分地市开展优抚政策，云南 500 元/月、陕西 750 元/月、广西 750 元/月，湖南部

分地市 300 元/月-600 元/月不等。但因为官方档案缺失及地方实施细则的不同，农村

抗战老兵仍然极少到优抚。全国其他地区没有大规模的实行优抚政策。通过本项目实

施，可以弥补国家政策实施的空缺，给抗战老兵晚年生活带来安慰。

致敬礼金项目简介

针对抗战老兵的基本生活和心理需求，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龙越）

发起的抗战老兵关怀计划-致敬礼金项目，以发放致敬礼金的形式对抗战老兵表达致

敬，为他们的晚年生活提供基础保障，让曾经的英雄有尊严地度过晚年。

从 2011 年龙越成立起至今，我们和全国各地约 40个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团队寻

找核实了 11600 多名抗战老兵。四年来，致敬礼金项目向超过 4000 名生活贫困的抗

战老兵表达了致敬，全国 21 家项目合作伙伴动员近 5000 名志愿者参与行动。

项目对象

在 1931 年九一八事件起至 1945 年 9 月 3日抗战胜利止的抗日战争中，被编入战

斗序列或其他军事单位担任战斗人员或从事文职、后勤、情报、医疗工作，并实际参

与了包括前线、后方及沦陷区对日伪直接或间接军事行动的幸存抗战老兵。

资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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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离休待遇或退休金、民政优抚、政府援助金、相关公益机构固定资助高于或

等于每月 1000 元的抗战老兵不纳入本项目对象范围。如重病或家庭贫困的抗战老兵，

经项目合作伙伴申请通过龙越审核后可给予资助。

资助标准

1、每人每月 600 元

2、重病、残疾、家庭贫困、无子女的抗战老兵可申请每人每月 1200 元；

3、有政府资金或企业定捐资金支持的地区根据签订的项目协议标准执行。

项目目标

为符合项目对象范围的抗战老兵发放致敬礼金，按季度进行发放，至老兵去世。

（截止老兵去世当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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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项目合作伙伴——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省份 项目执行团队 项目财务枢纽机构

1 湖南 湖南老兵之家 长沙大德抗战老兵关怀中心

2 广西 广西壹方慈善基金会 广西壹方慈善基金会

3 湖北 关爱抗战老兵荆楚联盟 松滋市关爱抗日老兵协会

4 安徽 安徽关爱抗战老兵家园 宣城红烛爱心协会

5 江苏 关爱抗战老兵江苏群 南京雨花一爱一生志愿者联合会

6 浙江 天台县红心社 天台县红心社

7 山西 山西省信林公益基金会 山西省信林公益基金会

8 四川 四川省普善公益协会 四川省普善公益协会

9 四川 四川川军团 四川天泽慈善基金会

10 河南 关爱抗战老兵河南志愿者团队 郑州市中原区红山石助老服务中心

11 广东 关爱抗战老兵广东团队 广东省游心公益基金会

12 江西 关爱抗战老兵江西团队 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13 京津冀 京津冀抗战老兵关怀计划 天津益加公益社会爱心帮扶服务中心

14 陕西 陕西关爱团 中狮联陕西永铭服务队

15 陕西 陕西抗战老兵营 陕西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16 云南 云南老兵关怀项目办 云南众益志愿者服务中心

17 贵州 关注黔籍抗战老兵志愿者慰问团 贵州省青年志愿服务基金会

18 黑龙江 黑龙江关爱抗战老兵团队 黑龙江省慈善总会

19 辽宁 关爱抗战老兵东北群 中国狮子联会辽宁代表处

20 重庆 重庆关爱抗战抗战老兵团队 重庆市老年事业发展基金会

21 吉林 吉林关爱抗战老兵团队 长春市南关区关爱老兵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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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流程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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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寻找核实抗战老兵身份

致敬礼金项目实施的基础是抗战老兵的寻找核实和收集受助老兵的信息，

并将受助抗战老兵信息整理成电子表格《抗战老资料索引表》提交给龙越。

（一）信息收集

由龙越或项目合作伙伴，对通过电话、邮件以及各志愿者提供的信息进行整理、建档，

对大体符合范围的人员，填写附件1《抗战老兵线索登记表》；对部分信息不清的人员，

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补充相关信息；

（二）入户调查

委派当地合作的执行团队以及其他项目合作志愿者团队，组织入户调查小组，上门对

抗战老兵的线索进行初次核实，填写附件2《抗战老兵入户调查登记表》；同时收集相关

证件、证书等；入户调查小组不少于三人，且有一人对历史较为精通；调查组成员需在《抗

战老兵入户调查登记表》上签字，承担初审责任；

（三）第三方证明

走访邻居、战友、当地村委会（或社区），或者统战、民政等部门，尽可能收集第三

方的证明材料；

（四）审核认定

项目合作伙伴建立抗战老兵身份认定审核小组，对前期收集的资料进行审核，审核小

组由3名以上对历史比较精通的志愿者组成。项目合作伙伴对老兵身份认定有最终决定权。

对于因为现实原因无法获取更多信息的老兵资料，由项目合作伙伴确定是否给予认定；

（五）公示

对于经审核认定的老兵资料，项目合作伙伴通过网络等平台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7

天。公示期间，有提出质疑者，由审核小组对质疑情况进行回复，并进一步核实、确认；

（六）资料建档

收集抗战老兵信息是老兵身份核实过程中要开展的工作，老兵信息需要真实、完整地

填入下图所示的表格中（附件3《抗战老兵资料索引表》）。如下图表格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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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对于经过公示程序后认定的老兵，应不少于项目合作伙伴3名及以上成员在附件4《抗战老

兵资料索引表团队认可证明》上邮件或签字盖章认可。龙越据此建档。

邮件认可如下图3-5所示：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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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 5

纸质签字认可如下图6所示：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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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需求收集

（一） 项目申报

1、申报名单公示

每季度末月30号以前，项目合作伙伴将附件5《致敬礼金申报名单公示》在机构或团

队的官方微信、微博、网站等渠道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3天。公示期间，有提出质疑者，

由申报机构对质疑情况进行回复，并进一步核实、确认；

2、公示后的名单申报

（1）每个季度开始前的10个工作日内将以下资料通过邮件发送给龙越项目部进行项目

申报：

A、公示名单网址链接及公示截图 附件:5

B、填写完整的《抗战老兵资料索引表》附件3

C、申报老兵的照片

D、《致敬礼金项目资金预算申请表》附件6

E、抗战老兵资料索引表团队认可证 附件4

资料填写要求：

《抗战老兵资料索引表》须标明每个老兵的资助金额（每季度/元）；

《抗战老兵资料索引表》须用红色标明之前去世的老兵，用黄色标明上季度去世老兵及

用绿色标明本季度新增老兵；

申报致敬礼金的老兵照片为近期照片，照片按照“序号+老兵名字”进行命名，照片序

号与索引表序号一致。

（二）龙越审核、拨款

1、项目申报是否审核通过，以龙越项目部邮件确认为准；邮件确认审核通过，项目合作

伙伴邮寄签字盖章的《致敬礼金项目资金预算申请表》纸质版到龙越深圳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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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龙越收到纸质申请资料后的10个工作日内，拨付项目资金。

第三章 项目执行

（一） 开具票据

项目合作伙伴收到款项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开据合法票据给龙越。

（二） 拨款与执行

1、签约机构收到资金后，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老兵的银行打款。如拨款失败或老

兵没有银行卡需要重新打款或送款，应在 20 个工作日内送达完毕；

2、项目执行过程中，如有老兵去世或发现不符合资助条件的老兵需要变更，需提前邮件

发送附件 7：《项目预算变更申请表》及变更情况说明，含变更名单至龙越项目部，变更

申请通过后方可变更受益老兵。

（三）资金发放反馈公示

1、每季度的项目应在当季度执行完毕。每个季度末月 20 号以前，项目合作伙伴自行在官

网、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对外公示上个季度项目资助老兵名单及资金。公示模板见附

件 9：《致敬礼金公示模板》；

2、在季度结束前，将银行拨款流水（银行盖章单）照片、附件 9：《致敬礼金送款回执》

照片及送款照片、附件 8：拨款公示链接及截图、附件 10：《项目季度总结报告模板》

通过邮件方式发送至龙越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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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拨款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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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礼金送款回执》照片

送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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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截图

（四）风险控制

1、如当季度项目没有按要求完成项目执行及反馈公示，下一个季度项目资金将暂停拨付，

待上季度项目执行完毕并完成反馈公示后，才能进行下一个季度的项目资金拨付。

2、如因老兵去世等情况出现上季度资金有结余，申请下季度项目资金时应说明结余情况，

龙越将减去上季度结余资金后进行拨款。

3、如项目资助过程中发现申报老兵资料造假或不符合资助条件，志愿者送款未送达等情

况则取消资助，严重的情况将撤回资金并追究执行团队的相关责任。

第四章 监测评估

（一）项目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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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项目顺利进行，龙越将从多途径、多角度对整体项目进行监测，监测贯穿项目

执行全过程，具体如下：

1、监测方：龙越

2、监测内容：

（1）季度致敬礼金发放情况抽查；

（2）服务对象的变化与反馈；

（3）项目执行中所收获的经验；

（4）项目执行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

（5）项目设计与管理的建议；

（6）项目财务使用情况。

3、监测方式：拨款银行流水抽查、项目季度报告，随机机构走访，个案访谈，资料查阅

（包括影像资料，个案档案），随机电话回访，活动参与。

（二）项目评估

为了解抗战老兵的生活概况、致敬礼金项目给抗战老兵所带来的改变等，年底项目结

束后，邀请大学生志愿者进行电话回访，进行问卷回访数据收集。对项目合作伙伴进行项

目财务评估。（必要情况下邀请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项目评估）

1、评估方：龙越项目团队，第三方机构。

2、评估目标：

（1）总目标：评估致敬礼金项目合作的机构实施项目的影响力、对项目的管理能力、

对资金的监管能力以及资助金的使用效率，提出建议方案提升老兵网络对抗战老兵致敬礼

金项目的管理和实施水平，以扩大致敬礼金项目的影响力，提升公信力。

（2）具体目标：

针对项目合作伙伴

A、通过对项目合作伙伴管理模式的评估，总结并完善项目合作伙伴的现有管理模式。

B、通过改进项目合作伙伴的管理模式，更有效地发老兵网络的作用，确保致敬礼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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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放给抗战老兵，使更多抗战老兵得到致敬和关怀。

针对志愿者团队

A、通过对项目合作伙伴内志愿者团队的参与情况、合作情况进行评估，提高志愿者

团队的参与度，改善资源共享情况。

B、探讨可复制、可推广的由机构代为管理大型项目的运作及管理模式。

3、评估方式：随机机构走访，个案访谈，资料查阅（包括影像资料，个案档案，活动资

料），总结报告，随机电话回访，参与项目活动，项目总结会议。

（三）项目总结与报告

1. 项目报告

项目季度报告：项目机构每季度提交 1次项目进展报告，第四季度提交全年项目总结

报告。

2. 项目总结

为不断完善致敬礼金项目的设计与管理并促进内部学习， 项目结束前将召开项目总

结会议总结项目经验和教训，其中包括志愿者团队之间以及项目合作伙伴的总结会议：

（1）志愿者团队内部总结会议：在项目执行末期，合作团队应该召集本省志愿者团队

的相关负责人进行项目交流研讨，交流内容应该汇总写入项目总结报告；

（2)合作团队总结会议：在项目结束后，龙越将会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各项目合作伙

伴的总结会议，分享评估结果，总结项目经验，共同探讨未来项目发展方向。

附件清单

序号 执行阶

段

编号 文件名称 说明 存档形式 用途

1 寻 访 核

实

附件 1 抗战老兵线

索登记表

电子版 接收抗战老兵线

索汇总登记

2 寻 访 核

实

附件 2 抗战老兵入

户调查登记

纸质版提交给

项目合作伙伴

抗战老兵身份初

步核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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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寻 访 核

实

附件 3 抗战老兵资

料索引表

资料填写完

整

电子版提交给

龙越

申请项目资金时

用

4 寻 访 核

实

附件 4 抗战老兵资

料索引表团

队认可证明

项目合作伙

伴三人以上

签字或机构

盖章法人签

字

邮件扫描版或

纸质版

龙越建档老兵依

据

5 需 求 收

集

附件 5 致敬礼金申

报名单公示

电子版公示及

截图

确保申报名单的

公平性

6 需 求 收

集

附件 6 致敬礼金项

目资金预算

申请表

签字盖章 纸质版邮寄给

龙越

项目申请痕迹规

范

7 项 目 执

行

附件 7 项目预算变

更申请表

签字盖章 纸质版 需要更改资助名

单或资助金额时

使用

8 项 目 执

行

附件 8 致敬礼金公

示模板

电子版 将公示模板原件

和公示链接和公

示截图邮件发送

龙越

9 项 目 执

行

附件 9 致敬礼金送

款回执

电子版照片 和银行打款流水

一起邮件发送给

龙越

10 附件 10 项目季度总

结报告

每个季度提

交

第四季度提

交全年报告

电子版 邮件发送至龙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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