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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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青心 达远志”青少年创伤及应激相关障碍干预项目团队

申报方式 社会申报

项目类别 卫生健康

项目实施时间 1999-01至2023-08，共计295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这个项目的核心关注点是应对当下社会上备受瞩目的问题，即涉及青少年的心理创伤和

应激相关的身心健康难题。依托国家中医药的重要领域以及优秀专家团队，结合专业医

疗专家和志愿者，以系统化的方法推进服务：

 1. 向青少年及家长传播心理健康知识：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运用互联网、

社交媒体平台（包括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小红书等）将医学科普知识传递到学校和

社区，使更多的青少年及家长能够了解心理健康知识，提高主动就医的认识。

 2. 提高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积极与主要新闻媒体保持联系，使青少年创伤

和应激相关障碍的问题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保护这一群体的基本权利。

 3. 培养多样化、高水平志愿者服务团队：联合全省的心理专家团队，借助合作诊疗的

优势，定期进行业务培训，定期吸纳来自社会各界不同层次的杰出志愿者，以保持项目

的可持续运作，并注入新的活力。

 4. 精准对接青少年及家长的诊疗全流程：通过热线电话和视频远程诊疗，为目标人群

中的特殊病例提供个性化的一对一干预策略。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转介-早

治疗”的全程服务，确保需要住院治疗的青少年得到全方位照顾，定期跟踪回访，以防

止疾病复发。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1. 专业团队的组建

    我国全职儿童精神科医生缺口巨大，项目组建了一支由专业心理医生、治疗师、咨

询师、护理志愿者、医学生志愿者、社会志愿者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伍，帮助更多有需要

的青少年。

 2. 健康的保护网络

    三条青少年心理健康援助热线24小时服务、推送科普短视频1900余条、直播400余

场等，服务人数超40000人次，打造了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坚实防护网。

 3. 可复制的解决方案

    初步构建学校、家庭、社区、媒体、基金会、医疗卫生机构和相关部门“七方协同

联动”的可复制化工作模式。通过视频远程诊疗，为其他省市患者提供专业化意见，将

青少年心理健康障碍防治节点前移。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一、发挥学科中心优势，彰显专业权威

 项目依托“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中医药重点学科”康复医学科，全国唯一“浙

江省学生心理与诊疗研究中心”和全国首家“家庭心理救助中心”提供业务指导、服务

对象、服务场地和资金支持，由专业团队进行全流程对接。

 二、团队运营良性循环，资金流通顺畅

 实行募集与运行分离机制：1.启用项目志愿模式，参加各类志愿、创业项目展示投标，

获取资金补助；2.构建有偿服务模式，提供、设计个性化定制化项目满足部分家庭特殊

需求；3.举办公益主题活动，售卖相关产品等实现组织的“自我造血”；4.与社会基金

组织合作，募集资金交由专业管理机构投资运作，以实现资金增值，从而为未来持续的

现金流提供保障。

 三、协调各方资源，团队运行周密

 与浙江省残联、浙江省教育厅、北师大嘉兴南湖教育基金会、滨江长河/浦沿社区街道、

阿里巴巴幸福助医团等行政部门和社会集体协作联动，利用专业医学人才以及众多附院

优势，以浙江中医药大学为基点，向外进行宣传推广，呼吁更多人加入关爱青少年心理



健康志愿服务队伍，形成志愿服务网络，并逐步与学校建立在场地、设备、技术与专利

等方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一、组织框架

 项目团队设队长1名，副队长3名；下设7个部门：人力资源部（招募审核志愿者等）、

实践部（培训管理志愿者、安排志愿者上岗、带领志愿者开展活动等）、外联部（对接

外部机构、募集资金、志愿服务拓展等）、新闻宣传部（对外宣传、对接各类媒体等）、

热线部（管理3条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与杭州市12355热线对接等）、财务部（财务管理、

审核财务收支等）、医疗对接部（对接医疗机构相关事宜、后期回访等），每个部门设

置1名负责人；另聘请一支专家顾问团负责对项目中长期发展战略提出意见和建议、对项

目结构设置、发展优化、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外部宣传等方面提供专业方案。

 二、项目管理

 建立项目管理体系，由队长统筹全局，负责“制定计划、中期评估、改进实施”。1.

制定计划：每年初由顾问团制定年度经营计划，各部门分权合作开展具体事务。2.中期

评估：定期开展负责人办公会议，财务部汇报季度收支情况，评估年度预算，确保结余

维持项目的可持续运营和发展。3.改进实施：顾问团根据各部门的评估结果，调整后期

计划，对各部门工作提出意见。4.年末总结：开展年末总结大会，总结下半年项目在资

金、技术、活动效果的项目成果，并进行表彰。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本项目进行了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四位一体”的青少年心理健

康工作体系的设计和实践：一、健康教育 依托“全国唯一”的省级学生心理诊疗与研究

中心和“全国首家”家庭心理援助中心两大平台，覆盖全省各地市近百个学校，通过“分

层”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帮助青少年树立主动自助、求助和互助的意识；培训了一支以

家长、班主任、辅导员和专/兼职心理教师为骨干、全体教师共同参与的志愿服务延伸队

伍，持续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二、监测预警 通过浙江省学生心理危机识别

与干预专项提升工程，我们与省教育厅协作联动，搭建了辐射全省的中小学生心理诊疗

康复网，制定规范化的测评量表，定期开展团测，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构筑防护屏障。 

三、咨询服务 上线3条24小时心理救援热线，热线接听时长超300000分钟，服务人数超

40000人次，线下进一步诊疗944人次，成功干预、救治自杀或即将自杀的来电者10人，

彰显了团队干预的优势。 四、干预处置 对于特殊个案，精准定制一对一干预策略，以“早

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转介-早治疗”全流程对接，对有住院治疗需求的青少年做到应

收尽收、应治尽治，并定期跟踪回访，防止疾病复发。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1. 风险因素：心理志愿者替代性创伤问题。

    应对措施：1. 提升专业水平，积累工作经验，接受专业督导。 2. 掌握自我调节

方法，如保持幽默感、客观性和采用压力缓解技巧。 3. 进行团体分享，以减轻替代性

创伤。

 2. 风险因素：24小时热线紧急情况处理问题。

    应对措施：在热线初期时间段，及时、准确、全面了解求助人信息，区分紧急程度，

对自杀倾向者由高级心理医生提供持续心理救援经验的医疗团队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