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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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手牵手”——涉毒女性青春期子女关爱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法律服务与禁毒教育

项目实施时间 2019-11至2023-08，共计45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项目调研发现，湖南女性吸毒人员1.38万人，涉毒女性青春期子女达3700余人（截至2019

年10月）。母亲在青春期子女成长中缺位和负面影响，使孩子在生活、学业、心理等方

面陷入困境，甚至部分孩子成为毒二代。揪心现实下，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

服务队联合湖南省戒毒管理局等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共同发起了“青春手牵手”——涉

毒女性青春期子女关爱项目。

  项目模式新颖。以助学陪伴为切入点，按照“1+1+1”模式，建立1名朋辈辅导员和1

名心理疏导员共同结对帮扶1名涉毒女性青春期子女，开展常态化的学业辅导、自护教育、

倾心陪伴、心理疏导；组织“云见面”，实现“隔空”对话；搭建政府、社会与涉毒女

性家庭之间的桥梁，提供法律援助、物质帮助。

 项目特色鲜明。明确服务对象为涉毒女性的青春期子女，填补了志愿服务群体的空白；

通过走访调研根据不同个体需求制定不同帮扶方案，实现了“一人一策”；聚集高校、

政府、社会组织三方优势，共同搭建了帮扶平台。

  项目成果颇丰。现已建立禁毒教育服务基地1个、打造爱心小屋46间、开展帮扶对象

集体活动16次、亲子云见面120人次、心理咨询92次、法律援助26次、经济援助231人次。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实现了多方受益。对于涉毒女性青春期子女而言，86%的孩子心理问题得到改善，78%的

孩子在学习上得到提升，预防了“二代犯罪”。对于涉毒女性而言，提高了改造的积极

性，预防了“二次犯罪”；对于青年志愿者而言，实现了志愿服务专业化的自我进阶；

对于社会而言，填补了社会管理空白。荣获了多项荣誉。项目荣获第六届中国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金奖、入选团中央2022年“七彩假期”志愿服务示范团队、湖南省2022年学雷

锋志愿服务“五个一批”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形成了良好反响。项目被新华社、中国教

育新闻网等多家媒体报道57次，受到湖南省戒毒管理局、湖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关爱对象家属的一致好评，形成良好的社会反响。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人员保障，实现项目“专业化”。项目依托高校、政府和社会资源，组建了一支以青年

志愿者为主体，以专业的教师和法律从业人士为支撑，以学校优势资源为保障的高水平

志愿服务团队。现有教授3名、副教授10人、心理咨询师6名、律师2名、禁毒警察10名、

高级法检察官3名及近164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

 制度保障，实现项目“系统化”。出台了《“青春手牵手”志愿服务项目管理办法》，

完善了组织机构，成立了志愿服务领导小组。每年3月、12月进行志愿者招募，形成了招

募、选拔、培训、考评等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体系。

 平台保障，实现项目“常态化”。与湖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长沙市岳麓区天顶

街道签署三方合作协议，成立项目服务基地，基地面积400余平方米，设多功能活动室、

心理咨询室、体育锻炼室，功能齐全，能满足项目开展的各项活动需求。

 资金保障，实现项目“持续化”。湖南省戒毒管理局每年拨付20万元活动经费扶持项

目运营；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每年设立10万元志愿服务专项经费，重点支持项目开展；

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设立专项基金，帮扶家庭经济困难的服务对象完成学业；多家

毒检公司与项目达成公益合作，持续提供资金保障。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形成了“12345”组织运行模式。项目经过三年的运行，形成了一个帮扶对象、两种帮扶

途径、三方组织力量、四类服务主体、五项帮扶措施的“12345”组织运行模式。具体而

言，项目聚焦涉毒女性青春期子女这一服务对象，通过线上、线下两种帮扶途径，聚集

高校、政府、社会团体三方组织力量，形成了朋辈辅导员、心理疏导员、律师、戒毒警



察四类服务主体，共同开展心理帮扶、学业帮扶、经济帮扶、法律援助、亲子关系优化

五类帮扶措施。

  形成了分层分类志愿者管理模式。项目的志愿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涉毒女性青春期子女

的帮扶、志愿精神宣传推广、活动资金筹集等。根据志愿服务内容分类招募、管理志愿

者，主要包含核心管理团队、高校志愿者、政府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志愿者四个类别。采

取持证上岗制。志愿者根据个人专长和意愿申报志愿岗位，通过培训考核获得上岗证才

能开展志愿服务。实施志愿者赋能计划。每年开展不少于60学时的专题培训，采取专家

顾问志愿者授课、成长营志愿者培训等方式赋能志愿者团队。实行专家督导和评估制。

邀请来自中南大学等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专家顾问志愿者以及团省委、湖南省司法厅、长

沙市民政局的志愿者，提供项目的督导和效果评估等志愿服务。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形成了多方位社会实践模式，实现了志愿者自我成长。项目涉及学业辅导、心理

疏导、经济援助、法律咨询、禁毒教育等方面服务内容，为志愿者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服

务提供了多重渠道。为确保志愿服务的专业性，项目采取培训上岗、专业赋能、定期督

导的闭环式志愿者管理模式，促进了志愿者的专业化进阶和自我成长。

        形成了校政企三方合作模式，实现了项目自我造血功能。学校、社区和禁毒办

共同搭建了禁毒教育服务基地，为项目相关活动提供场地和专业指导，面向大中小学提

供研学、禁毒警示教育等服务，累计收入8.6万元；同时获得来自高校、社区、政府的专

项资金支持，三年多以来共计90万元；2022年得到湖南省育才青少年基金会的支持，帮

扶家庭经济困难的服务对象完成学业；项目与长沙长野生物检测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签

订了长期合作协议，共同开展社区禁毒宣传教育和调研活动，在各类公益活动过程中为

企业扩大行业内知名度，提升权威度，并塑造良好社会形象，从而获得企业合作款项，

三年多以来共计20万元。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

        帮扶规模扩张较慢。项目帮扶对象特殊，成长环境和年龄阶段都决定了其处于

相对敏感或叛逆的时期，在开展帮扶工作时，志愿者的爱心、细心、耐心缺一不可，取

得帮扶成效的时间也不尽相同。

        帮扶深度仍需加强。帮扶对象中存在一定数量的不同程度家庭经济困难者，针

对这一群体的经济帮扶力度仍需加大，亟待吸纳更多社会爱心款项作为帮扶基金，同时

拓展更多能够提升帮扶对象监护人就业能力的渠道。

 下一步打算：

        扩大团队规模。逐步建立全国涉毒人员子女帮扶联盟，力争三年内项目合作院

校超10所，高校学生志愿者扩充到5000余人，合作企业超8家，合作社会组织超10个。

        提高帮扶规模。建立项目各省帮扶联络点，力争三年内在30余个县市推广帮扶

模式，帮扶涉毒人员子女人数突破1000人。

        增强品牌影响。基于项目前期成果，成立“青春手牵手”基金会，力争三年内

募集公益资金超500万元，积累捐人10000人以上。

        助推青年成长。在提升团队影响力的基础上，力争三年内培养专职社工300余

人，打造志愿者培训基地10余个、禁毒服务教育基地超5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