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参赛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红雁来仪——引领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夕阳舞蹈领头雁”志愿服务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文明实践

项目实施时间 2017-06至2023-08，共计74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红雁来仪舞蹈志愿服务队，以全国首创的雁阵式基层舞蹈教学服务体系助力社区基层文

明建设，通过“编、建、教、治、传”五位一体的服务过程，形成文明塑造、文明培育、

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文明传播的完整闭环。“编”即编创舞蹈剧目、编著舞蹈教材、

编制智能编舞系统；“建”即建设舞蹈团队、建设精神文明；“教”即招募教学对象、

制定教学计划、实施教学过程、评估教学成效；“治”即我们将社区舞蹈队培育成社区

舞蹈自治团队，使之实现社区舞蹈志愿服务队的自治管理；“传”即“学、政、商、社”

各界与融媒体矩阵协同，达成雁阵式全媒体传播。我们注重培育引领基层精神文明建设

的夕阳舞蹈领头雁，贯彻助人自助理念，根据阿姨们自发形成的“一人带动一群”组织

特点，发起领头雁计划，为基层文明建设贡献力量。迄今为止，团队足迹遍布13省21市，

累计服务91155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达45564小时。团队已编创《军魂铿锵》、《战火里

的玫瑰》等327个红色舞蹈作品，编撰4套舞蹈志愿服务标准化手册。我们以实际行动弘

扬美育精神，传播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红色文化和新思想“飞入寻常百姓家”，

打通服务老年妇女群体精神文化生活的“最后一公里”。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社会成效1.团队在全国已有1290名舞蹈教学志愿者1525名舞蹈推广志愿者足迹遍布13省

21地市121个社区，累计服务超过9万人次以舞蹈志愿服务推动红色文化进基层丰富社区

文化生活2.我们以领头雁计划培育基层文化建设队伍带动居民共商共建共享推进社区文

化自治3.团队充分挖掘当地红色资源，拓展红色文化传播渠道，以红色舞蹈提高居民文

化艺术修养。

 社会价值1.深化基层文化认同，以向上向善的红色舞蹈激发人与人之间的善意链接，

推动红色文化和新思想在寻常百姓中落地生根在潜移默化中加强人民群众的思想引领 2.

提升幸福感获得感：老年妇女们通过舞蹈训练和展示实现自身价值，收获成就感满足感，

助力家庭和邻里关系和谐发展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服务组织可持续1.1 红雁来仪专家人才可持续 与中国舞蹈家协会福建省舞蹈家协会等 

26 家单位建立区域文化公益发展专家指导团为我们的创作提供帮助1.2 组织结构可持

续 舞蹈专业志愿者从本校舞蹈专业的学生中招募并依托各大高校青年志愿者协会进行

招募推广志愿者

  2资金可持续2.1政府购买服务（主要来源） 我们积极与社区政府合作在厦门市妇女

联合会凤凰之约乡见未来乡村振兴公益创投项目中签订5年合约经费每年 8 万元获得集

美区政府共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项目经费每年20万元现已在厦门市与各个街道共建10所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2.2企业捐赠 团队于 2017年开始进入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协助社区治

理工作，通过为社会公众提供公益演出和团队官方公众号宣传与麦雨青绿文化传媒南威

集团47个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每年共计获得 3 万元支持 2.3 校友捐赠 校友对团队

传承优秀文化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给予肯定和鼓励，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信合

达CEO马信主集美街道刘晓彦等多名优秀校友与团队签订资助协议每年捐赠共计2万元 

2.4 基金会捐赠红雁来仪作为公益团队与包含厚植基金会宁博善园基金会在内的5大基

金会签订资助协议书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一、服务内容 红雁来仪项目聚焦女性老年群体的健康和文化需求，以原创文化舞蹈为载

体，通过“编、建、教、治、传”五位一体的服务过程，形成完整闭环。我们发起“领

头雁”计划，培育社区舞蹈“领头雁”，培育群众身边带不走的舞蹈志愿服务队。

 二、 招募培训 项目志愿者分为舞蹈教学志愿者和活动组织志愿者。舞蹈教学志愿者



从舞蹈专业学生中招募，活动组织志愿者面向多个高校招募。团队邀请专业舞蹈老师对

志愿者进行培训。 

 三、注册登记 通过“志愿汇”平台进行志愿者信息注册登记，由集美大学团委开具志

愿服务证明。

 四、服务管理 制定涵盖服务流程的标准化手册，提供专业化指导，以此形成公益连锁，

打造雁阵式舞蹈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领头雁的社区领袖作用与教育带动作用，逐步形成

社区舞蹈文化治理模式。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由指导老师牵头，解决出现的问题。 

 五、激励保障 切实保障成员权益，为其购买保险，提供相关补贴，如：交通、餐费补

贴等，提供志愿者活动证明和志愿时长，推荐优秀青年者参评校“优秀青年志愿者”。 

 宣传推广 开设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对教学活动进行宣传，相关活动被人民网、中国

青年网等主流媒体报道。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红雁来仪团队从2015年开始扎根基层，进入美湖社区开展公益舞蹈演出；2019年，我们

得到学校支持，成立舞蹈志愿服务队，开始编创红色舞蹈，进入10个社区开展公益舞蹈

教学；2020年，团队得到政府购买服务，持续拓展服务范围，有效覆盖周边村社，丰富

居民文娱生活；2021年～2022年，我们在政府支持和多方捐赠下，发起“领头雁”计划，

建造人才孵化基地，培育一大批群众身边带不走的舞蹈自治团队，推动基层文化自治管

理；2023年，团队成功注册民非组织——红雁来仪文艺服务中心，成为国内首个大学生

创立的舞蹈赋能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公益组织。

 在5年多的实践中，团队形成了“编、建、教、治、传”五位一体的舞蹈教学服务体系，

让老年妇女群体看得懂、学得透、跳得美，成为政府认可、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产品；

我们发起的“领头雁”计划，培育了一大批来自基层、扎根基层、热心公益、服务群众

的“领头雁”，推动社区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极大助力了基层文明建设。近五年来，

随着服务产品的持续优化和服务模式的不断改进，我们采取政府购买服务为主、多方合

作捐赠为辅的形式以每年平均增长20%的速度持续强化项目造血能力形成了较为稳定的

公益创业模式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培育社区舞蹈团队、有效植入红色文化资源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难以

在短时间迅速扩大服务人群，项目影响力不易迅速拓展；传播途径相对单一，还需探索

更加有效的矩阵式、全媒体宣传方式，提高文化传播效率。 

 下一步打算：进一步优化团队构成，细化团队分工，分领域构建专业化团队，组建一

支致力于服务城市与乡村社区治理、帮助居民实现自我价值、传播优秀红色文化的公益

创新创业团队；扩大志愿服务范围，将成熟的志愿服务模式推广到全国，从 2024 年到 

2026年，实现扩充服务人数至少 30000＋人，帮扶社区至少 900 个，朝着更公益、更文

明的道路不断进步，进一步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大力探索矩阵式、全媒体宣传，加

强宣传队伍培养，强化优秀产品宣传，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现中国城乡文化建设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