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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优秀案例

申 报 表

案例名称 “单枪匹码”爱心鞋

申报单位 温州数科大数据公益团队

申报日期 2022 年 7 月 28 日

联 系 人 肖温和

联系方式 1896881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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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用案例基本信息

案例名称 “单枪匹码”爱心鞋

案例类型
数据共享 数据开放 数据治理

数据安全 其他

启动日期

参与单位

目前进展 待立项

1.建设背景是什么？解决哪些问题？（200 字以内）

案例背景：目前存在因病或意外造成高位截肢只能单脚走路，或因

小儿麻痹症等左右脚大小不一的特殊群体，由于生活贫困、鞋子成

双出售，其购鞋存在困难和浪费。同时企业样品鞋常做单只无法出

售，销毁处理时造成浪费和污染。虽然有相关慈善活动为单脚残障

人士捐助单脚鞋，但缺乏信息化管理，残障人士找鞋难、企业捐赠

难、志愿者管理难。

解决问题：为了支持扩中提低、共同富裕，实现更多人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单枪匹码”爱心鞋系统利用开放的公共数据，为企业和残

障人士搭建捐赠的桥梁，让企业能方便地捐赠样品鞋，让残障人士

能方便地免费挑选单脚鞋。

2.主要做法（包括具体需求和应用场景）（2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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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市监局鞋类企业清单，逐一主动联系鞋类企业入驻应用，

入驻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定期在系统里提交捐赠样品鞋信息，

以捐赠方式替代高成本的焚烧方式，提高鞋企覆盖率、样品鞋利用

率。

残障人士可通过自主申报、他人申报多途径完成身份认证，在

系统免费挑选自己喜欢的单脚鞋并下单，同时系统通过脱敏后卫健

委截肢患者信息、小儿麻痹症患者信息，主动联系患者发现需求对

象，提高用户覆盖率。

实现企业捐赠、义工收货、用户下单、义工发货、用户收货的

单脚鞋捐赠全链路信息化管理，全流程信息公开透明化，帮助企业

宣传形象，提高用户使用体验，降低志愿者人工工作量。

3.公共数据深度开发情况

市监局企业信息利用

通过使用市监局鞋类企业清单，主动联系鞋类企业入驻应用，

按企业规模排序，从大到小，逐一完成鞋企样品鞋处理的去焚烧化。

卫健委患者信息利用

使用卫健委的截肢患者和小儿麻痹症患者等信息用于发现需求

用户，通过系统提交征求患者意见的文字内容给卫健委相关患者接

口、卫健委再将内容转发给患者本人的方式，避免直接接触隐私信

息，确保不泄漏患者的任何个人信息。患者通过简便的方式（如短

信回复 1）同意授权后，卫健委再将该患者的手机号（或虚拟号）

列入单脚鞋白名单。本系统通过单脚鞋白名单，告知患者项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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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操作方法。由患者自行决定本人亲自操作还是联系志愿者协助

操作。白名单里仅提供患者手机号（或虚拟号），不保存其他任何与

患者有关的个人信息（如姓名等），最大程度保护了患者的个人隐私。

残联残疾人信息利用

调用残联的残疾人信息接口实时核验身份，当用户身份确认提

交身份信息时自动匹配完成确认。

资规局天地图数据利用

使用资规局的天地图数据，将捐赠企业的坐标和受益人所在的

区县在地图上以飞线形式展示出来。让捐赠企业除了在系统内查看

捐赠接收明细化，还能在大屏上直观地看到捐赠鞋子都被发往了全

国哪些地方。直白形象地展示企业承担和社会责任感，激励企业继

续积极参加样品鞋捐赠活动。

社会数据利用

通过公益组织、志愿者、普通用户提交的残疾人信息等社会数

据作为补充，及时发现生活中的肢体残障人士，扩大识别范围。

产生数据

本系统在使用中产生鞋企捐赠记录信息，鞋企可以清晰、实时

了解捐赠鞋的去向，也可以在数据大屏上展示捐赠成果；产生残障

人士认领记录信息，可以分析残障人士对单脚鞋的实际需求。

4.取得成效（重点体现实战实效）（2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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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单脚鞋捐赠全链路信息化管理，实现全年免费提供单脚鞋，

减少广大残障人士经济支出，也降低了鞋企的样品鞋处理支出，直

接减少每年焚烧填埋 40万只样品鞋对环境的污染，为扩中提低、共

同富裕贡献力量。

5.贯彻落实了《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哪些条款？（200 字以内）

贯彻落实了《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

开发团队依据条例通过统一的开放通道对开放的公共数据进行申请

利用，并具备相应的数据存储、处理和安全保护能力保障数据安全。

6.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200 字以内）

暂无

二、应用案例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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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分别是建设背景、主要做法、成效与

创新、相关建议等，字数请控制在 3000 字左右。

一、建设背景（背景概述，重点解决问题）

一是肢体残障人士需求。有一个群体因病或意外造成高位截

肢，只能单只脚走路。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小儿麻痹症等原因左右

脚大小不一。这部分人群高达 1700 万以上（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

抽样调查显示）。由于行动受限，导致就业困难，往往容易造成生

活贫困或因病返贫。在贫困的同时，却要忍受买鞋子只能买一双扔

一双。因为市场上的鞋子都是成双出售的。这对残障人士来说，在

经济上是一种浪费，在心理上是一种打击。

二是鞋类生产企业需求。企业做样品鞋时，为了节省模具费用，

每款鞋都只做了一只。质量都是最上成，甚至比批量生产的一双成

品还要好。但等到展示完后，这些鞋子往往只能销毁处理。温州鞋

企众多，每年会产生 40 万只以上的样品鞋，花费在销毁处理上的

支出高达 10 万元。大量鞋子焚烧填埋的同时，对环境也造成了很

大的破坏。

三是信息化管理需求。从 2007 年开始，就有爱心人士发现了

这个需求，召集其他志愿者主动线下联系鞋企捐赠，再通过残联寻

找单脚残障人士，并通过快递给他们发送单脚鞋。美中不足的是，

这个活动的发起人缺少信息化意识，并没有形式一个有效的软件应

用，更加没有利用好政府数据。这种通过人工去寻找鞋企和单脚残

障人士，信息来源非常有限。同时，存在需求的企业和残障人士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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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联系到志愿者的问题。企业捐赠后，也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效

应。也无法得知样品鞋最后有没有发货给需要的人，难以实现公益

捐赠透明化、公开化。残障人士无法对款式进行选择，也会导致收

到不喜欢的款式也没办法，只能默默收下的情况，用户体验很差。

志愿者方面，则存在人工处理，工作量巨大，效率低下的问题。

二、主要做法（包括建设内容、具体需求、应用场景等）

1.应用场景

为了支持扩中提低、共同富裕，实现更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单枪匹码”爱心鞋系统利用开放的公共数据，为企业和残障人士

搭建捐赠的桥梁，让企业能方便地捐赠样品鞋，让残障人士能方便

地免费挑选单脚鞋。具体流程如下：

企业入驻

志愿者通过市监局的鞋类企业清单，逐一主动联系鞋类企业入

驻应用，推荐处理样鞋品采用捐赠的方式，替代高成本的焚烧方式。

相比人工去搜索鞋企大大提高了覆盖率，可以让更多的企业知晓、

参与到环保捐赠工作中来。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本项目的企业，也

可以自主完成入驻工作。

企业捐赠

入驻好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定期在系统里

提交捐赠样品鞋信息，如货物地点、大概数量、可上门取货时间等。

义工收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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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织收到系统自动推送的企业捐赠提醒后，可在系统内查

看具体的捐赠信息，挑选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捐赠信息，联系捐赠企

业，安排人员和车辆，上门接收捐赠品。公益组织将捐赠品运回后，

组织志愿者进行清洁、分类、编号、拍照、登记、入库等工作，以

便残障人士在系统内免费挑选下单。

用户身份确认

1）当事人可通过在线提交身份信息，完成身份确认。

2）没有智能手机、不会使用手机等残障人士，也可以通过让

他人或志愿者协助的方式，完成身份确认。

3）本系统还计划探索通过脱敏后的卫健委截肢患者信息、小

儿麻痹症患者信息，发送短信联系患者，咨询是否有单脚鞋需求。

若有，则主动进行下一步联系。

4）公益组织、志愿者、普通百姓均可将平时助残活动中、生

活中发现的残疾人信息提交给本系统，系统统一转给残联。

对于因行动困难或不知道如何办理残疾人证等原因的残障人

士，也可通过系统提交其他证明材料。系统将材料转给残联。残联

进行初步核查，若符合条件，则上门予以办理残疾人证。办理成功

后，身份状态变更为确认成功。

用户挑选下单

完成身份确认的用户，可在系统免费挑选自己喜欢的单脚鞋。

为了避免浪费，用户固定时间内，能免费下单的数量有限，如每 3

个月内只能挑选 6只鞋免费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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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发货

用户下单后，会自动推送消息提醒鞋子所在的公益组织。公益

组织派单给志愿者，志愿者根据用户下的订单，找鞋、快递发给用

户。目前已有温州、沈阳、深圳等三地 200 多名志愿者参与收货、

发货等公益活动。

用户收货

目前通过和温州大学展开合作，已发放价值 60余万元的鞋子，

受益的残障人士有 4000 多人。有的受益人还送来了锦旗，发来了

感谢视频。

2.原型展示（见下图）

收鞋 管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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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鞋 送鞋

三、成效与创新（取得成效，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具有

哪些方面的先进性和创新性）

扩中提低

全年免费提供单脚鞋，减少了广大残障人士的经济支出，也降

低了鞋企的样品鞋处理支出，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为扩中提

低、共同富裕贡献了一份力量。

美好生活

残障人士可以自行选择鞋子款式，即体现了对残障人士的尊

重，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残障人士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吸引广

大志愿人士加入公益行业，扩大收益范围。目前已有温州、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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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等三地 200 多名志愿者参与收货、发货等公益活动。通过和温

州大学展开合作，已发放价值 60 余万元的鞋子，受益的残障人士

有 4000 多人，有多位受益人送来锦旗、发来感谢视频。

环境保护

通过将样品鞋捐赠给有需要的困难人群，直接减少了每年焚烧

填埋 40 万只样品鞋对环境的污染。

反哺政府

社会层面上报的残疾人信息可以补充、完善残疾人联合会的残

疾人数据库，解决了很多残障人士因行动不便等原因没有去残联办

理残疾人证的问题，提升了政府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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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建议（围绕存在的问题，未来如何持续优化和复制推

广等）

全国各地均有生产鞋的企业，有鞋企的地方就有样品鞋处理的

需求。本项目技术门槛低，易复制、易推广。待运行成熟后，可向

全省甚至全国推广、复用。

备注：案例写作应当包括上述内容，但不局限于上述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