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残障人士：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熊红霞：我帮你！ 

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８５００万多，仅四川省就有 600 多万残障朋友，其中重度残疾人 100 多万人，但缺少无障碍设施的环

境让我们很难在外面看到他们，这对他们的心理和日常生活都造成了很大困扰，严重影响到残障人的身心健康。 

熊红霞，四川一二三圆梦科技董事长，四川圆梦助残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她坚持带残障人士出门，为他们圆走出家门的梦想，

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让残障朋友无需他人帮助就能实现自我照顾，过上有尊严的独立生活，平等参与社会活动。 

 

本文字数 4436，阅读需要 15 分钟。 

在中国，残障人士数量已达 8500 多万，居世界榜首。但是，我们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却难得看到他们的身影。不知道你有没有

想过，如此庞大数量的一个人群都去哪儿了？ 

不是他们不想出门，而是现实太骨感。据 2019 年残疾人蓝皮书《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无障碍设施总体普及率

仅为 40.6%。 

对很多残障人而言，这个数据不仅是残忍的，有时甚至是要命的。2019 年 7 月，公益人士、无障碍推行者文军到大理考察无障碍

出游路线，因酒店无障碍通道被占，绕路时不幸跌落身亡。“一个无障碍出行推广者，死在了有障碍的路上。”这个事件在网上引起

了轰动，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无障碍出行的关注。 

残障人士无障碍出行是个难题，而像正常人一样出门旅游更是奢侈的心愿。但是，在四川圆梦助残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熊红霞那

里，残障人正常出行已不再是奢望，出门旅游也已成为了正在被满足的现实。 

为此，她已经坚持了 7 年。 

Aim：“他们的出行需求不应该被忽视” 

 

2014 年，一位名叫刘宇康的肢残朋友找到熊红霞，说他们一些残障朋友想去九寨沟旅游，恳求她能帮助他们圆一次走出家门的梦



想。 

当时，熊红霞正经营着一家旅行社，生活平淡幸福，有时也会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当她听说刘宇康跑遍了整个成都，却没有一家

旅行社愿意接待时，她决定帮这些残障朋友完成这个愿望。 

熊红霞认为，旅游是一项让人幸福的活动，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去旅游的机会。而她没想到的是，闻讯赶来报名的残障朋友远超

预想，300 人的名额很快报满。 

这时，一位名叫周明芬的残障朋友从洪雅东岳村打来电话求助，问能否带着一同出游。原来周明芬 20 岁时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导

致瘫痪，整整在床上躺了 15 年，前几年才刚刚拥有一台轮椅。 

“像我这么喜欢旅游的人如果一个月不出家门都会觉得烦躁，真的无法想象一个人 20 年都没走出过家门是什么样的感觉？”周

明芬的经历更坚定了熊红霞要带着残友们出去旅行的信念。 

但是，要带领残障朋友前往九寨沟，却没有那么容易。对普通人来说顺理成章的事，在残障朋友身上却是举步维艰。由于身体原

因，不仅需要准备成人纸尿裤、导尿管、轮椅、打气筒、便盆等很多物品，更要做好受人歧视的心理准备。 

而且，不管是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大交通，还是到达目的地后的小交通，再到住宿、饮食、旅游景点、购物，每一个细节都要考

虑无障碍。如果没有成熟的残障人士旅游线路，残障人士是无法自行出门旅游的。 

从九寨沟旅游回来后，熊红霞陆续收到上百条残障朋友发来的感谢和祝福短信。虽然为此她赞助了近 10 万元，但她的心里却是满

满的快乐和幸福。300 名残障朋友，他们平时出门都困难重重，现在却实现了旅游的梦想，多棒的一件事！ 

也是因为这次公益活动，熊红霞对残障人士的出行有了更深的认知。她了解到，中国有 8500 多万残障人，但残障人士大多行动

不便、信息闭塞，没办法为自己的需求发声，出门旅游只是残障人的众多需求之一。 

“他们的出行需求不应该被忽视。”熊红霞觉得她可以为残障朋友做更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在带领残障人士旅游的路上，她

发现，参与助残活动并不只是单方面的付出。在走近残障人生活、关注他们所思所想的同时，自己的内心也不断得到丰厚的回馈，积

蓄着对生命的热爱与感动。 

Approach：三联三立三转变，让残障者的心志坚强而完整 

2015 年 4 月，熊红霞在成都注册了四川圆梦助残公益服务中心，宗旨就是

“帮助残障朋友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推动无障碍的发展”，为残障人士做更多

有意义的实事。她认识到，一个人的力量只有转化为组织和系统的力量才能发挥

更大的作用。 

圆梦助残公益服务中心成立后，在成都市慈善总会的支持下发起了网络众

筹。用筹集来的 50 万元善款购买了一台特制无障碍大巴。大巴后门有可伸缩的

传送装置，残障人可以自己把轮椅摇到车内固定，免去了被志愿者背或抱的尴尬

经历。 

渐渐地，熊红霞意识到，助残公益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自身具备造血功能，

政府不可能一直兜底。“我们必须把情怀和爱心转化为理性思考与行动。”她决



定引入商业的模式。 

2017 年 6 月，熊红霞成立了四川一二三圆梦科技

有限公司（下称“圆梦科技”），并于 2018 年通过中

国慈展会的社会企业认证。 

一手慈善公益，一手社会企业，双轮驱动，熊红霞

带领团队通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在无障碍出行的推动

下，链接多方资源，在扶贫助残中逐渐探索打造了一套

“三联三立三转变”助残新模式。 

一、“三联” 

1. “政企社联手”。指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引入“一体两翼”的社会企业、社会组织，给予政策指导；社会企业负责资源整合、

助残项目的开发和拓展；社会组织负责为残障人提供多元化、专业化、精准化的助残服务。通过“政企社联手”的模式，打通多方平

台，可以多方面为残障人士争取福利。 

2.“两资源联动”。通过与政府合作，获得免费场地、宣传推广等必要的社会公共资源；再与商业市场资源进行链接，通过多元

化、专业化的助残产业生态链，实现企业赢利，为可持续公益助残提供资金、资源等，确保公益助残能正常开展。 

3.“双需求联结”。无法进入市场的项目不是可持续的项目，无法真实帮到残障人的项目不是好项目。所以市场需求与残障人需

求缺一不可。圆梦科技根据现有的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找出适合残障人发展增收的市场需求项目；而圆梦助残则开展入户精准调查，

全方位收集残障人自身需求；最后整合两种需求，确定契合度高、操作性强的助残项目。 

二、 “三立” 

1. “立心”。由于生理问题，加上社会因素，部分残障人容易形成自卑、孤独、敏感等心理问题，所以帮助残障人“立心”也是

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圆梦助残”通过专业导师团队，科学指导、贴心服务残障人心理缺陷修复、身体康复训练，尽可能帮助残障人

保持身心健康的良好状态。 

2.“立人”。“世界上不应该有残障人，他们的人生只是换了一种新的活法” 。想要帮残障人士从精神上站立起来，就要帮助他

们从文化上自信起来，通过精准链接旅游、舞蹈、摄影、书法、绘画、手工艺创作等市场资源，创新开展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活动，

让残障人走出家门，有利于帮助残障人打开眼界、融入社会， 从而达到“立人”的目的。 

3.“立业”。想让残障人士真正融入社会，“立业”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可以自力更生，他们才算走出了

融入社会最重要的一步。因此“圆梦助残”充分链接人力市场资源与创新创业资源，匹配就业项目、孵化创业项目，帮助残障人进入

工作岗位，完成“立业”。 

三、“三转变”  

1.助残层次更深。协助政府，在刚性政策之外，让助残层次向深层次转变，通过政企社联手，实施市场化运作，满足残障人其他多

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弥补政策性助残外照料不及的地方。 

2.助残力量更多元。要更好的发展助残事业，一家机构的力量显然不够，圆梦科技通过市场化运作，再加上公益助残的“利他性”，

成功吸引了上百家商业企业，这些企业一起形成了多元化、专业化的助残产业生态链。 

这就将助残力量从政府部门、公益组织向企业扩大、向市场拓展，形成了“政府搭台、市场运作、企业唱戏”的助残新局面，让



助残力量更加多元化、更加壮大。 

3.公益助残可持续。“可持续性”一直是“圆梦助残”十分关注的一方面，通过圆梦科技市场化运作实现了“造血”供给，又通

过残障人需求与市场需求的结合，持续推出既适合残障人，也适合市场的项目，从源头到过程，解决公益助残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困难。 

Action ：坚持“圆梦助残” 

在“三联三立三转变”助残新模式下，熊红霞在助力残障朋友的无障碍旅游方面已推动上百个景区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以前，大部分景区虽然对残障人免票，但很多景区的观光车人行道太窄，轮椅无法通过；无障碍厕所轮椅进去就不容易出来；没

有低位洗手台，厕位没有扶手…… 

而现在，像九寨沟之类的景区无障碍设施不断完善，增加了通往景点的无障碍坡道，也准许运载残障人的车辆在不影响交通情况

下临时上下车等等，残障人士终于可以“畅行无阻”了。 

此外，熊红霞在无障碍旅游应用模式与研究上也成果显著。 

2015 年 11 月，熊红霞的《残障人士无障碍旅游入华史及其发展》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国内第一本有关无障碍旅游的学术

专著，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国当下残障人士无障碍旅游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及发展模式。 

2016 年 12 月，熊红霞及其团队凭借全国第一本无障碍手册——《成都无障碍手册》项目，在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暨志愿服务交流会上获得阳光助残类金奖。该项目推动了成都及周边的 23 个景区、地铁、机场等公共交通设施的完善，200 余万人

直接受益。 

 

除了推动景区的无障碍设施建设，熊红霞还积极对接政府、企业、高校、媒体、民主党派、公益组织等资源进行跨界融合，在残

疾人人力资源服务、社会企业孵化上发力。 

目前，圆梦科技已发展成为由 19 名业内专家、39 名专职员工、56 名兼职员工、2000 多名志愿者组成的专业化运营团队，并成



为一个以协助解决社会问题、参与社会治理、服务社会弱势群体就业创业为发展定位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熊红霞表示，从 2014 年到 2020 年，他们先后组织了上千场公益活动，帮助了 100 多万人次残障朋友圆了旅游梦想，为 1 万多

名弱势群体进行素质拓展培训，帮扶了 5000 多名弱势群体就业，扶持 15 名青年残障人士、23 名女大学生、12 名 40 后妇女创业，

孵化了 6 家认证社企、30 家观察社企、71 家种子社企。 

功夫不负有心人。熊红霞及其团队至今已获得了国家级、省级、市级等 100 多个奖项，相关工作得到中残联、团中央、民政部等

部门和领导的支持，中残联副主席吕世明、成都市市委书记范锐平等领导还亲自带队到机构调研。圆梦助残相关活动被新华社、中新

网、央广网、中国旅游报、中国残疾人杂志、慈善公益报、国际在线、四川电视台等上百家媒体报道或转载。 

短短几年靠什么取得如此不菲的成绩？熊红霞表示，这得益于她在开始给团队制定的八个字的做事原则：理性、专业、可持续性。

在此原则上，她和她的团队积极“链接资源、打造平台”，将更多爱心人士和社会资源融入到残障人发展的事业当中。 

目前，熊红霞带领的团队助残项目已涵盖身心康复、精神文化、就业创业等各领域。我们相信有她们的存在，“圆梦助残”会越

来越完善，未来残障人士发展事业会越来越美好。他们终将真正在社会中“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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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撰写基于桌面研究和对熊红霞女士的采访，文章已经熊红霞本人审阅并确认，谨向熊红霞女士致以敬意和谢意。 

 

关于三 A 三力评价模型 

三 A 三力社会价值评价体系是友成基金会研发的衡量组织社会价值的工具。即从 AIM（社会目标驱动力）、APPROACH（解决

方法创新力）和 ACTION（行动效果转化力）三个维度来评估或思考一个组织。三 A 三力不仅是一个价值观，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

效的方法论。不仅可以用来作为社会价值评估，也可以作为一个组织的战略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