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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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浴阳光，光明未来——“江苏博爱光明行”眼健康公益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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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6至2023-08，共计86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目”浴阳光，光明未来——“江苏博爱光明行”眼健康公益服务项目于2016年6月正式

启动，在南京医科大学及江苏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研究中心指导下，致力于江苏省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及眼病全周期管理，本项目是以非营利为目的公益服务项目，旨在为

全省儿童青少年提供眼健康服务指导，推进儿童青少年眼健康工作，普及全省爱眼护眼

知识，降低全省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病率。本项目围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及眼健康需求，

坚持模式创新，深化科技转化，持续提高项目在行业内的影响力与竞争力。项目自实施

以来通过“政府、学校、医院、家长、学生”五方联动模式，结合当下云医疗、区块链

及大数据相关互联网热点技术，完成了1.0模式到互联网3.0模式的运营升级，先后实现

全省儿童青少年视力筛查建档、科普讲座及健康义诊广泛覆盖、互联网大数据平台搭建、

近视防控高新技术研发等突破性成绩。截止至今已筛查全省90余万人近视及眼病状况，

建立全省87万余名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档案，义诊3万余人，开展2000余场近视防控及眼

健康科普讲座，惠及全省3000万人。本项目争取有效降低江苏省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进

一步提升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能力，为儿童青少年守护光明未来。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项目实施以来有效控制了江苏省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及近视发展，省内近视防控知识知

晓率显著提升，取得了社会广泛反响与高度认可，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项目先后被人

民日报、学习强国、新华日报、江苏卫视、扬子晚报、中国江苏网等三十余家主流媒体

报道100余次；项目曾获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国赛金奖、中国红十字总会“中

国红十字人道服务奖章”、中国红十字总会“甲级项目”奖、中宣部全国学雷锋志愿服

务 “四个100”先进典型、江苏省政府第五届“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奖，编写的《中

学生近视防控手册》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新时代健康科普作品“科普图书类优秀

作品”，制作的《强强近视就诊记》入选“动漫类优秀作品”等。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组织保障

 中央和地方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等系列文件的出台

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项目受到江苏省政府、教育厅、红十字会高度关注和支持。省

政府积极推动眼健康公益事业发展，大力宣传和推广使项目在全省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

促进项目与非政府组织、企业、医院及学校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共同推动项目可持续

发展。

 2.资源保障

 项目成员主要由南京医科大学眼视光医学和眼视光学本硕博学生和附属医院眼科医疗

专家组成。项目整合高校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以及附属医院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临

床经验等各方资源，发挥专业优势，强化项目指导。

 3.资金保障

 项目前期资金主要来源于附属医院专项资金、政府采购服务拨款及社会捐赠，资金主

要用于项目日常经营管理及技术研发。未来项目收入主要来自市场服务收费、大数据平

台收入、高新技术研发等。项目资金来源多样，资金使用及资源配置合理。

 4.技术保障

 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近视防控大数据平台，实现视力健康档案数字化管理，为视力长

期监测和预警提供有力支持。项目还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个性化近视防控干预，提升

服务对象满意度。以上可进一步扩大项目影响力，提高可持续性和创新性。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团队专业，目标明确

 团队核心成员10人，由南京医科大学眼视光医学及眼视光学本硕博学生组成，指导教

师3名，均从事近视防控及眼健康服务多年，团队整体具备强大的专业知识储备和科研水

平，对近视防控及眼健康目标有共同的理解，保持志愿性，确保项目实施过程中团队成

员价值观与使命感的统一。建立梯队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志愿者培育体系，将志愿者

群体扩大到家长、老师、中小学生，通过感受自我服务提升志愿积极性与志愿性。

 2.规范管理，制度健全

 项目组织架构合理，设有项目部、财务部、志愿者部、研发部、运营部、信息部、宣

传部等，管理团队分工细致，职责明确，专设监督部，监督财务与项目运营；项目规章

制度详细，明确项目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与活动组织等规定；项目沟通机制有效，

核心成员扁平化管理与“协同合作、积极主动、精英意识、勇于创新”的团队文化均大

大提高管理与决策效率。

 3.信息披露，公信可靠

 项目信息披露机制完善，通过微信公众号、官网等定期向政府、社会公众、学校及捐

助人等披露项目进展和资金使用状况，提升透明度和公信力。通过在线问卷调查、微信

后台留言等多方渠道加强沟通反馈机制建设，促进服务能力、服务满意度提升。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学生社团

 建设高校近视防控社团，通过专业医学生带动普通大学生推广模式，鼓励大学生加入

近视防控服务，建立高校近视防控社团联盟。深入社区、中小学、幼儿园，带动老师、

家长加入到近视防控中，充分发挥中小学生积极性和便捷性，指导其开展科普宣讲实现

自我提升、服务同学。引导全社会参与近视防控公益服务。

 2.线上线下

 构建媒体矩阵-线上科普-线下站点公益服务模式，发布近视防控宣传视频及推文，加

强项目宣传；同时深入基层，送医下乡，联合各区县社区建立近视防控公益服务站，定

时定点提供咨询、义诊等服务内容。

 3.五方联动

 与省卫生主管部门及各大社区、幼儿园、中小学对接，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促进政

府、学校、医院、儿童青少年与家长的五方近视防控联动，完善儿童青少年综合近视防

控体系。

 4.价值转化

 积极争取政府和社会公益资助，将近视防控纳入公共服务计划，获得持续经费支持。

大数据平台为服务对象提供咨询和建议，实现诊疗引流盈利。将眼健康数据和研究成果

进行技术转化，通过知识产权和技术授权获得收益。与医疗公司合作，通过公益投资将

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和服务（如AI眼健康智能机器人），实现经济收益。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

 1.资金风险

 充足、合理的资金能够保证本项目的正常管理运营及顺利开展，政策调整或变化可能

对本项目的运营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如减少公益项目资金支持或政策限制。

 2.管理风险

 项目良好的运行需要稳定的团队成员和良好的合作，团队中学生成员因升学、毕业等

情况可能会导致团队成员不固定的问题，这对项目运营造成一定困难与风险。

 未来规划

 1.财务预警及服务创新

 建立财务预警系统，加强信息化管理，保证本项目财务与其他模块进行良好的沟通与

衔接；同时提升项目服务质量，加强近视防控宣传，进一步扩大项目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加强校府合作，确保政府能够给予持续性资金支持；同时加大技术研发，将技术转化投

入实际应用实现营收，保证项目可持续开展。

 2.素质提升及意见反馈

 提高团队成员及管理者综合素质，建设梯队式管理团队，加强人员培训和团队建设，



提高人员稳定性和专业能力。定期召开内部会议，收集运营意见，对相关决策及事项进

行讨论，畅通沟通机制，提升服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