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智协同 振兴乡村 组团打造

“龙门秘境”博爱家园

杭州市临安区红十字会

临安地处浙西北，于 2017年撤市设区，区域面积 3126.8平

方公里。当地生态环境优越、人文底蕴深厚，旅游产业一直是临

安主导产业之一，“龙门秘境”是临安“天目村落”旅游区域公共品

牌的重要村落景区。我会围绕这一旅游品牌，立足红会所能，以

数智协同方式，加强博爱家园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一、高效融合，实体化推进

（一）村企共建基层组织。工作要推进，组织要先行。村落

景区是整个村和景区形成综合体，由相应的运营商运营，已经超

出了行政村（社区）的范畴。这就要求基层红十字组织建设要有

新思路。我们据此提出村企共建联合红十字会的办法。龙门秘境

联合红十字会由景区运营方、3个行政村和景区内 4家企业内的

会员组成，以所属高虹镇红十字会为上级红十字会组织，镇下派

的中层干部为联合红十字会会长，景区运营商负责人为联合红十

字会第一副会长，景区内行政村主要负责人、各业态企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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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副会长。红十字会成立后，即着力开展博爱家园建设，做到共

商、共享、共推进。

（二）群团联建服务阵地。博爱家园承接区妇联、残联、科

协、侨联（留学生联谊会）等群团组织有关服务项目，在龙门秘

境景区游客中心设置爱心驿站，把各类个性化服务以集成方式送

到群众身边。这些项目包括应急救护、便民设施借用、问询答疑、

游客小憩、单物共享等，受到游客欢迎。同时，还拓展服务阵地，

在景区商铺门口贴出店铺救护员身份标识，提供应急救护服务，

让进入景区的游客更加安心。

（三）干群合建安全救护队伍。专门组建生命安全救护队，

成为博爱家园助力景区安全的骨干力量。区红十字会分期对三个

村的党员、干部，网格员，农家乐、民宿从业人员，景区运营商

公司等不同层面人群开展救护员持证培训，目前已开展两期，共

培训救护员 85人，招募红十字急救侠 85人。救护队根据景区距

离、景点分布，形成 4支分队，平时分散为景区、村落提供安全

保障，遇有大型活动时，统一管理，做好保障服务工作。

（四）医卫助建救护站。龙门秘境景区救护站以之前的老石

门村卫生室为基础，赋予红十字内涵，形成景区红十字救护站。

有四大服务功能：一是医疗救治。卫生室的专职医生为救护站签

约医生，负责值班值守。二是救护培训。站内设有专门培训教室，

镇卫生院院长管建明是我区应急救护名师，我们以他为主建立名

师工作室。当前景区内所有救护员都是管院长的学员。三是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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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救护站是景区应急救护、救援体系的联动方之一，共同构

建了以景区救护 e 站数字化应用场景的一键呼救为手段形成红

十字北斗救援队、镇村、景区、救护站的四方联动机制。四是志

愿服务。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让景区运营更安全、更温情，村

民更有归属感、获得感。

二、拓展内涵，数字化演进

在加强实体博爱家园建设的同时，我们根据数字化改革的要

求，推进云上博爱家园建设。目前已形成“三、二、一”格局。

“三”是指三个综合性数字化平台。一是景区应急救护响应系

统——景区救护 e 站。景区救护 e站是整合了景区服务、一键呼

救、在线学习、急救设施和急救场所定位导航等综合性功能的数

字化应急响应平台。打破急救元素信息孤岛，实现村落景区急救

设施、急救人员“两到场”，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信息“三

互通”，实现了急救指挥“一张网”，急救物资“一张图”，求救信

息“一条线”，急救力量“一个库”。二是一屏多级共建驾驶舱。以

“村落景区”云上博爱家园为分级驾驶舱，与市区级红十字驾驶舱

都进行了联通，实现数据实时动态掌握，第一时间了解基层工作

情况，打通红十字组织的最后一公里。三是建设云上博爱主题公

园。用主题公园游园形式开展红十字文化传播和红十字服务输

送，让网上办事不再枯燥。云上博爱家园主题公园主要内容有：

红十字运动屋、生命关爱屋、暖心公益屋等 11个板块，全方位

地展示了红十字工作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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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指两个量身定制的特色红十字项目。一是“走走公

益”——点亮乡村计划。结合景区实际，发挥高虹镇作为全国LED

灯重镇的优势，积极寻找爱心企业赞助，推出创新公益项目——

走走公益，鼓励游客通过走路捐步的形式为山村点亮爱心灯，目

前已有数盏爱心灯在龙门秘境落地。二是户外急救神助攻——应

急胶囊。为我们乡村旅游景区量身打造的急救设施“急救胶囊”，

具有无人值守，手机扫码取物，太阳能供电，防雨防热等特点，

设有户外 360度监控、红外感应录像。胶囊内置一键呼救按钮，

可直接联动景区救护 E站的一键呼救功能。当前在龙门秘境景区

我们把应急胶囊设置在天石滩、狮子山等游客量大但又急救力量

相对不足的景点。

“一”是指打造一个战地救护为主题的救护培训体验馆。以龙

门秘境红色基地——新四军战地医院建设为契机，将战地医院实

景和数字多媒体交互技术、急救技能辅助训练系统结合，建设急

救技能训练体验馆，弘扬扶危济困、救死扶伤的红十字战地救护

精神，方便群众利用碎片化时间自助学习急救技能。

三、着眼长远，系统化跟进

（一）强保障。抓住中央文明委基层联系点红十字救在身边

示范区建设的契机，叠加临安区数字化改革八大领衔项目，形成

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资金保障，确保项目稳步推进。同时，积极

争取到将博爱家园列入省红十字会数字化改革揭榜挂帅项目和

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教考分离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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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设计。专门下发《临安区红十字会关于创建“天目

村落”博爱家园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6+X”建设模式，“6”是博

爱家园建设的共性内容：有职责清晰的组织队伍，有主题鲜明的

服务载体，有人道救助和慰问活动，有红十字精神文化传播阵地，

有统一平台的管理系统、有多部门联合的协调机制。“X”是因地

制宜的自选动作。如龙门秘境以景区急救为特色，琴山蓝湾以救

护培训为专长，云上相见以公益助农为强项，实现所有“天目村

落”博爱家园既有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又有一地一品的差异性。

（三）保运营。建立运营保障机制，临安区红十字会设立“天

目村落”博爱家园专项资金，对经评审认定的“天目村落”博爱家

园，视项目完成情况按一定比例给予不超过 15万元资金扶持，

同时对运行良好的博爱家园每年酌情予以补助。落实运营主体责

任，明确村落景区红十字为责任主体、镇街红十字为管理主体、

区红十字会和文旅部门为考核督查主体的管理责任机制，将博爱

家园运营与村落景区运营相捆绑，确保天目村落博爱家园项目顺

利建成，并长期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