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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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乡的妳”——流动妇女社区融入赋能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社区治理与邻里守望

项目实施时间 2021-06至2023-08，共计26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他乡的妳”项目在榆林市榆阳区朝阳路街道西闫社区实施。项目以为50名流动妇女空

闲时间单调乏味、整体社会支持不够、缺乏独立经济来源、社区归属感不强的迫切实际

需求出发，动员、组建、服务一支女性自组织。通过技能培训，促进流动妇女学习并掌

握一门就业技能，在此过程中积极链接社会资源，拓宽就业渠道，为流动妇女提供更多

可选择的灵活就业岗位；对具备一定技术能力和经营基础的流动妇女或合作社给予创业

支持，搭建起一个灵活就业、创收增收的平台。通过社区融入，切实丰富流动妇女的闲

余生活，搭建起流动妇女的社会支持系统，促进其熟悉社区并对居住社区产生归属感。

通过社区倡导，营造一个健康、文明的社区生活环境，共建美丽和谐家园。通过项目实

施，切实丰富流动妇女的空闲时间，搭建起社会支持系统，使其真正能在“新家园”安

居乐业、健康生活。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项目精准定位服务对象需求，以技能培训、就业创收为载体，以社区融入为纽带，将解

决流动妇女迫切需求和社区治理的有机结合，项目在流动妇女需求回应、社区治理和公

益创业等方面是一个创新。经第三方评估：项目实施评估等次为优秀。服务对象满意度

达到98%。92%的流动妇女至少掌握1门就业技能，增收率达到48%；96%的服务对象至少结

交到2个以上朋友，孤独感有所缓解；64%的流动妇女对社区的归属有了明显提升；项目

动态支持10名流动妇女进行小微创业，有效创收率达到70%；抽样调查53%的社区居民感

到社区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对项目的好评率达到89%；项目总体参与率达到92%，100%的

流动妇女实际生活状况得到改变。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项目在实施初期成立项目组，项目组共5名工作人员，其中社会工作师2名、助理社会工

作师3名，并聘请外部专家督导，为项目提供技术支持。项目制定了科学完善的项目管理

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通过周例会、月汇报、季度报告等形式，确保项目活动的顺利开

展。项目接受资助方和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监管，并对项目社工和志愿者进行培

训，保证项目的规范化、高效化和专业化实施。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协会积极争取基金会资助和政府购买服务。同时，与各级民政、

人社、妇联等部门对接，为流动妇女提供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邀请辖区企

业以结对帮扶的形式，为流动妇女提供技能培训和灵活就业岗位等，确保项目的可持续

实施。项目拍摄纪实纪录片，在实施过程中通过官网、抖音、微博、微信、视频号等自

媒体进行宣传，不断扩大项目的影响力；同时与驻榆林各级媒体协作，将项目进行宣传

报道，使项目更具有公开性。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建设与维护，定

期将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报送，及时沟通项目进度与成效，同时邀请合作伙伴通过线上+

线下的形式参加项目重要活动，增加对项目的了解，维护项目品牌效力。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协会建立了一个职业化、专业化、高效化的团队，配备专业督导2名、社会工作师3名、

助理社会工作师10名，在岗社工都有一线长期服务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服务经验，制定

了一套标准化服务手册，通过品牌化项目实务运作，在需求调研、项目设计、项目管理、

项目实施、监测评估方面建立了科学的运营机制。在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结合本土特色，形成了一套符合本地的社工工作方法和流程。

 项目服务对象以西闫社区的流动妇女为主，主要以孩子上学、老公外出务工后，空闲

时间多、有学习能力、有就业意愿的流动妇女为主。首先，通过社区宣传、社工发现、

妇女报名等方式，选择确定服务对象。其次，由社区工作人员根据社区居民登记信息进

行初步甄别，项目一线社工再进行入户访谈评估，力争将真正有就业意愿和劳动能力的



流动妇女作为本项目的服务对象。最后，按照《项目服务管理办法》进行最终评估，符

合标准的确定为本项目服务对象，进行签约跟进服务，在资源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扩大

项目服务受益人群覆盖面。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技能培训考核和外出参观相结合，

推荐技能过关和出勤率高的流动妇女到相关企业就业和进行创业支持。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项目始终坚持“助人自助”这一基本理念，相信流动妇女有能力改变现状，支持流动妇

女提升能力，鼓励流动妇女付诸实践，活出美丽精彩自我。项目以公益创投为契机，协

助流动妇女成立互助自组织，实现流动妇女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项目通过技能培训、

外出参观、社区融入等系列活动，激发流动妇女就业热情、提升就业生产技能，搭建起

一个灵活就业、创收增收的平台。项目鼓励、扶持流动妇女成立合作社，完善内部管理

制度和组织架构，通过网络直播、线下订单和企业定制等渠道，以集体接单、分工协作、

按件结算的方式，有效提高流动妇女的工作效率和实际收益。合作社将按照每单抽取10%

的金额进入项目资金池，用于保证合作社正常运转、补充生产原材料和进行妇女创业支

持，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由社员代表大会协商决定；同时，项目注重以“传帮带”的形式，

有效扩大项目的受益人群，不断提升组织的自我造血能力，保障项目的可持续良性运营。

 协会将作为扶持者到协助者，再到指导者的角色转变，切实将互助自组织打造成为服

务妇女的公益性、协商性和专业性的组织，为流动妇女提供家门口的暖心服务，从而探

索、总结出基层女性自组织的运营发展模式和公益创业模式。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一、风险挑战：

 1、项目实施社区流动妇女较多，不能满足所有妇女需求。

 2、流动妇女的参与动力不足、辖区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影响项目实施效果。

 二、规避策略：

 1、在保障项目实施效果的前提下，开展技能培训公开课，争取扩大项目的受益范围；

社区融入和社区倡导活动扩大参与对象人数，扩大项目的实施影响。

 2、在项目实施前，进行充分的调研和人员筛选，力争将真正有就业意愿和劳动能力的

流动妇女作为本项目的服务对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技能培训考核和外出参观相

结合，推荐技能过关的流动妇女到相关企业就业；不断拓展就业岗位，为流动妇女提供

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注重发掘有就业创业意向和能力的妇女，推荐其到辖区企业长

期稳定工作，并对接人社、民政、妇联等部门，给予其创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