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放中的社区参与发放中的社区参与

关键参与者关键参与者

了解参与物资发放各阶段中主要参与者的角色和责任很重要。 在大多数情况下，关键参与者包括：

受影响的人口： 国内流离失所者、归国者、收容社区或其他潜在的援助接受者。
发放机构： 执行发放的机构、非政府组织或任何类型的合作伙伴。
捐助者或参与组织： 为发放提供存货、资金或其他形式支持的机构。
政府当局：负责干预地区的地方或国家当局。
集群：协助干预措施组织的协调机构。

这些关键人员的角色和责任可包括：

参与者参与者 角色和责任角色和责任

受影响的人群受影响的人群

协助进行发放规划。
协助识别面临危险的人群。
设立有足够女性作为代表的委员会。
就不同群体关注的具体问题分享信息。
传播有关物资以及发放流程和体系的信息。
在发放地点管控人群，以及作为发放相关活动的其他临时用工。
援助流离失所人群中的弱势成员。

发放机构发放机构

建立发放地点和发放相关流程。
向受影响人群传播信息。
通过适当的发放体系，实现对救济物资的管理和公平发放。
发放流程中的参与、包容、安全和问责。
现场监测发放流程。
报告物资发放的质量、数量和影响。

捐助者或参与组织捐助者或参与组织

将存货运到现场以供发放（如适用）。
为干预措施提供资金或其他类型的支持。
对技术问题提供适当指导，例如保护人员的转送服务。
监测发放项目并向捐助者和政府报告相关情况。

政府当局政府当局

保障并建立用于进行发放的安全空间。
与社区协商，拟订首批受益人名单（视情况而定）。
救济人员可以自由且安全地接触受益人，且受益人能够自由且安全地获得救助。
协商发放的设置、方式和流程。
相关许可。

集群集群

协调发放，并按需支持额外量。
关于领取机会的宣传。
接收和审查发放报告。
信息管理
建立跨领域协调空间。



改编自庇护所集群

发放委员会发放委员会

为了确保受影响人口参与并体验到高效且有效的发放流程，最好的做法是成立发放委员会。 发放委员会
往往在稳定的环境中运作得更好，在理想情况下，其应反映人口中的男女比例并包含所有人群的代表。
委员会可以在发放前后举行内部会议，以就所有与发放有关的问题进行自由讨论，并提请相关机构注
意。 发放委员会将作为负责发放的机构与受影响人口之间的纽带，协助：

控制不切实际的期望。
确保对程序和限制的整体了解。
确保接收社区或营地人口对所有发放相关问题的反馈。

保护注意事项保护注意事项

保护主流化意味着发放组织、合作伙伴、受雇的第三方和参与发放的所有其他实体以保护民众免受暴
力、胁迫、剥夺和歧视的方式开展活动。

发放组织应尽一切努力在发放流程的所有方面中加入保护性工作，从而融入保护主流化的四个关键要
素，包括：

1. 避免造成伤害，将安全和尊严放在首位。
2. 确保有意义的发放获取。
3. 实行问责制。
4. 促进参与和赋权。

在规划发放的物流时，应采用基于保护的方式，从而宣传并强调公正和不歧视对成功发放的重要性。 所
有团队成员都应在救济物资发放中确保民众的安全、尊严和人格。 协调、公平和规划是响应民众的具体
需求、文化价值、物理语境和环境保护的关键。

应考虑以下纲要：

发放时间对受益人来说的安全的，受益人可安全地前往发放点再回家，不会面临更进一步的伤害。
发放的物理位置可方便、安全地进入，尤其是可避免性别暴力和武装团伙袭击的风险或威胁。
物资发放要尊重与包容文化和宗教习惯。
物资发放方法要维护安全和尊严。
为弱势群体（例如无法前往发放点的残疾人、老人、儿童户主家庭等）提供庇护物资/非食品物资
送货上门的备选方案，或者由代表代其领取援助包的体系。
物资的包装方式要避免受益人受到伤害或压力。 发放的物资不应过大或过重，应便于老年人或残
疾人搬运。
在提供用于个人卫生、尊严和福祉等必需非食品物资时，包括妇女和少女的卫生用品，应尊重文化
和宗教传统。
投诉机制和监测是发放计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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