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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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江少年成长营”少儿素养提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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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至2023-08，共计46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龙江少年成长营”少儿素养提升计划发起于2019年。2021年，马凤梅、郑丽坤、何小

莹、吴风光等在少儿教育领域耕耘多年的四位伙伴，依托黑龙江省积善之家帮扶中心迭

代公益研学类的志愿服务项目。

 “龙江少年成长营”少儿素养提升计划旨在组织8岁以上的中小学生开展课外研学成长

活动，帮助学生丰富课外生活，成长自我，适应社会。

 项目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等方式走出校园，在与平常不同的生活中拓展视野、丰

富知识，加深与自然和文化的亲近感，增加对集体生活方式和社会公共道德的体验，以

及提升中小学生的自理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通过成长营的活动让孩子们播下爱心的种子，让公益从小深入孩子内心，成为一名综

合能力超强的阳光少年。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龙江少年成长营”项目设计是以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为行动理念，四年来，项

目采取“低偿+无偿+有偿”等多种形式确保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受益少年儿童450余人，

接受服务1800余人次。

 “龙江少年成长营”少儿素养提升计划开营以来，得到共青团、妇联、文明办等单位

平台和从事青少年的社会组织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业内有较大影响力。

 2022年初，项目被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纳入“龙江志愿项目库”，年末获得“最

佳孵化项目奖”。作为全省志愿服务优秀项目正接受孵化，向全省复制运营模式。

 2022年11月，项目荣获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龙江少年成长营”

在服务、管理和筹资等方面创下同类项目多个唯一。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制度完备：项目管理制度完备，由项目经理、带队教师、社工和志愿者组成项目团队，

周有计划、月有小结、季有复盘，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在“龙江志愿”平台发布活动，

嘉许制度确保志愿者累积志愿服务时长，年末项目组为优秀者颁发《志愿服务证书》。

 2.人力充足：项目有4位固定的素养教师，她们经验丰富，从事少儿教育工作10年以上，

有爱心、有能力，从活动设计到执行全程负责、陪伴孩子们；同时，项目组根据每次活

动特点，科学配备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和志愿者，保障服务质量。

 3.资金多元：项目渐进采取“无偿+低偿+有偿”三种方式，在确保质量前提下，针对

贫困家庭少年儿童，通过基金会支持和政府购买服务，解决服务成本；针对普通家庭少

年儿童，采取低偿收费方式，每次活动预算后，参加者AA制；针对高端家庭少年儿童，

项目组打造精品提供服务，利润所得全部汇入项目组，用于无偿服务活动和其他必要支

出费用。

 4.纵深保障：“龙江少年成长营”同时接受哈尔滨市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冰城青

益汇”和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双重孵化，共青团资源、志愿服务资源都可以给予充

沛的支持。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在组织治理方面，项目组形成“三级治理结构”，即项目所在机构的主任担任项目的总

负责人、机构的项目经理担任项目的具体负责人，执行团队设活动部、传播部和后勤部，

各部门分工协作，各司其职。

 1.活动部负责项目每次活动开展的策划、资源链接、过程把控、人员培训、物料购买、

财务管理等。

 2.传播部重点负责项目每次活动前、中、后的宣传报道，项目品牌打造及营销，提升

项目影响力。



 3.后勤部负责保障活动稳妥开展，为活动提供所需的物资、志愿者、人力等保障，确

保活动精彩呈现。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该项目公益创业模式分为服务、管理和造血三大模式：

 1.服务模式：

 项目有高端设计理念，通过“德智体美劳艺惠”七大成长素养模块，以“研学+公益”

的方式，让孩子们在有趣的玩乐中增长知识、收获成长。

 2.管理模式：

 项目执行团队专业且强大，采取“素养教师+社工+志愿者”方式，爱心陪伴、耐心指

导、精心照顾，让孩子成为每次活动的主角，其他成员都是支持客户。

 3.造血模式：

 第一阶段：低偿，项目开始采取低偿方式，每次活动提前设计并做好预算，预算包括

服务成本、活动消耗、教师和志愿者补助等，参加的营员以孩子为主、有时是亲子参加，

每人AA制度，没有利润。

 第二阶段：无偿+低偿，项目运行两年后采取此模式，每次活动占比四分之一或三分之

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基金会资助来支持贫困家庭的少年儿童，其他为低偿收费。两个

参加营员不分彼此，共同开展活动，仅收费方式不同。

 第三阶段：有偿，2023年以来，项目采取“有偿”为主，无偿和低偿为辅，对有高端

需求的少年儿童家庭，项目组采取正常活动“加餐”方式和单独设计、单独执行的方式

提供精品服务，利润所得不分红，仍投入到项目池，用于补充无偿服务成本的不足部分。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

 1.政府购买服务不足，基金会支持资金有限，不能让更多贫困家庭子女加入“龙江少

年成长营”。

 2.素养教师年龄偏大，平均年龄在42周岁，在活动设计上很难不断地创新和丰富。

 下一步打算：

 1.在确保每次活动至少四分之一是贫困家庭少年儿童的基础上，项目计划通过网络筹

款、寻找企业资源等方式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努力实现贫困少年儿童与普通少年儿童

营员各一半的服务目标。

 2.面临素养教师“老龄化”问题，项目组打算开展“少儿素养教师培育计划”，面向

高校和社会吸纳后续人才，通过培训上岗，为项目稳定发展储备素质教师人才梯队。

 3.计划在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项下设立“龙江少年成长志愿基金”，吸纳企业和

社会资源，持续保障项目良性发展，让更多孩子受益。

 4.不断优化项目产品，结合不同受众开发适应市场的公益产品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