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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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锋少年”信仰传承 点亮全国——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公益实践新模式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关爱少年儿童

项目实施时间 2021-04至2023-08，共计28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雷锋少年”公益创业项目是针对当前国家中小学生志愿服务政策以及实际的中小学生

公益实践需求而开发的针对长沙市中小学生及社会青年群体的一项公益服务新模式。

 项目根旨在在青少年中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主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传播

好中华文化、树立正确的三观。

 公益服务新模式主要依托长沙市民政局合法成立的“长沙市星城学雷锋志愿服务发展

中心”，由社会工作领域资深专家、教育家参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本公

益组织定位从“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传承中华文化、正三观教育”三大合格人才要求

为出发点，竭力奋进对接资源、开发实践课程、组织实施、回馈改进、做好案例保障圈

等形式不断的做好自我。

 公益实践过程：提供但不限于传统文化、生态环保、红色教育、科普教育、安全教育、

劳动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很好地解决了目前中小学生接触社会，参与各类公益实践

活动或相关社会实践岗位、思想道德成长学习项目的实际需求与巨大缺口。构建管理平

台，目前中小学生注册超过15万名，报名实践达385326人，实践阵地30余个，举办实践

活动10674场。公益模式寓教于乐，富有乐趣，充实学生的成长生活，深受好评。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1.服务青少年。项目累计共吸纳注册中小学15万人，开展公益实践385326人次，举办实

践活动10674场。

 2.服务中心大局。成立长沙市青基会“雷锋少年”专项爱心基金，3年内累计筹集资金

超过500万元，疫情期间筹集100余万元采购防控物资。

 3.带动就业创业。项目招聘全职工作人员16名，孵化公益机构11个，培育优秀志愿者500

余名。

 3.媒体宣传。设立红网“雷锋少年”专栏，联动光明日报、湖南日报等主流媒体，发

布各类讯息500余条。

 4.社会荣誉。荣获湖南省“雷锋杯”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长沙慈善榜最具影响力

项目等30余项荣誉。负责人彭弈韬受到全国人大副委员会张庆伟的点赞。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强大的政策支撑。项目被团省委、团市委列入百万青少年学雷锋志愿服务行动方案，

长沙市关工委、团市委、市教育局、市文旅广电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长沙市“雷

锋少年”公益实践项目的通知》文件进行全市推广。

 2.稳定的收入来源。项目以服务提供、社会捐赠、文创销售、政府购买为主要收入来

源，其中服务提供、社会捐赠、文创销售占到总收入90%以上，并且随着服务人群的不断

扩张仍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完全摆脱了政府输血的传统模式，实现了项目的自给自足。

 4.权威的专家团队。项目吸纳湖南省原政协副主席、湖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刘晓，

长沙市原政协主席、长沙市关工委主任董学生等一大批志愿服务、关心下一代、少先队

领域专家组建专家团队。

 4.广泛的服务阵地。项目联动商场建设了10个“雷锋少年”综合实践基地旗舰店，依

托社区青年之家、文博场馆等建设了20余个“雷锋少年”公益实践活动基地。

 5.智能的信息平台。项目开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信息化平台，活动发布、报名、展

示、认证等功能一应俱全，家长、学生可根据喜好报名各类公益实践活动，后台数据与

湖南志愿服务网、长沙市综合素质实践平台数据互联互通。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加强理事会、党支部、团支部、员工代表大会等组织的建设。逐步将一些稳定性较好、

忠诚度较高、表现优秀、成绩突出的员工培养充实到理事会和党团组织中来，培养和组

建一支高素质的决策、运营和监督人才队伍，充分发挥理事会的决策作用、监事会的监

督作用、党团组织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员工代表大会的民主参议作用。

 2.理顺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及相互关系。做到分工合理、职责明确、运作顺畅，实现组

织内部的优化组合。按照系统整合、调整完善、组织扁平、精简高效、配置合理、职责

清晰、运作协调的原则，设立综合管理部、活动运营部、业务发展部、党群宣传部、项

目筹资部。

 3.推进和加强员工管委会的建设。把一些稳定性较好、忠诚度较高、表现优秀、成绩

突出的一线人员培养充实到领导团队中来，充分发挥一线员工位在机构运作管理、业务

发展中的优势和作用，建立机构员工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平台，促进员工个人的晋升和

成长。

 4.结合政府购买经费调整以及相关政策要求。规范和完善 机构薪酬福利体系及薪酬管

理制度，通过专业能力评定和服务绩效考核，建立员工激励机制。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项目深入贯彻团中央、教育部文件精神，以雷锋精神为引领，秉承“让社会实践回归教

育本质，联动各界资源支持青少年参与社会实践”的服务理念。

 项目主要依托长沙市民政局合法批准成立的“长沙市星城学雷锋志愿服务发展中心”，

通过“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传承中华文化”、“正三观教育”三维度一体打造独

具特色且深受学生、家长、学校、社会、政府欢迎的青少年社会实践服务项目。

 项目运用家校联动策略，在政、社、企之间，通过标准化服务、数字化平台、专业化

课程（活动），本土（校友联动）化落地服务，实现了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

在社区中的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依靠社工引领志愿者的专业理念，通过公益

社会组织自我造血（服务提供、社会捐赠、文创销售、政府购买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

服务提供、社会捐赠、文创销售占到总收入90%以上，并且随着服务人群的不断扩张仍有

极大的发展潜力，完全摆脱了政府输血的传统模式），链接社会公益慈善资源，解决城

乡社区治理议题、构筑一种覆盖教学全周期，可复制、可推广的”青少年蝶变为一粒好

种子”社会实践新模式，激发千千万万个好奇心，带动他们将来干好千千万万个本质工

作岗位。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下一步，项目将克服一切困难，联合市关工委、市教育局、团市委等实施长沙市“雷锋

少年”公益实践项目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6年）。

 1.优化阵地。进一步依托红色教育基地、文博场馆、商场、社区等打造“雷锋少年”

综合实践基地、公益实践活动基地，进一步提高活动阵地密度，扩宽服务覆盖面。

 2.提质队伍。依托高校成立青年志愿者助力“雷锋少年”公益实践志愿服务队，依托

长沙市“五老红”志愿服务总队成立“五老”志愿者助力“雷锋少年”公益实践志愿服

务队，发挥青年和“五老”的独特优势。建设长沙市少先队社会化试点平台，吸纳优质

社会组织入驻，扩大“雷锋少年”公益实践朋友圈。

 3.丰富活动。创新提质助力乡村振兴、传统文化、生态环保、红色教育、科普教育、

安全教育、劳动实践、志愿服务等公益实践活动，形成活动资源库。

 4.培育示范。鼓励中小学校自主申报“雷锋少年”公益实践项目示范单位，给予活动

开展、媒体宣传等支持，携手推动“雷锋少年”公益实践项目走深走实。

 5.推树典型。开展市级“优秀雷锋少年”推树活动，各区县（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开

展区级“优秀雷锋少年”推树活动。通过主流媒体对“优秀雷锋少年”事迹进行线上展

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