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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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伴同行”关爱困境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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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至2023-08，共计27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基本情况

  2019 年，民政部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等10部门，制定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的职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提出了加强基层儿童工作队

伍建设的总体要求，明确了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格局以及儿童关爱服

务工作的保障措施。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节奏也随即加快，孤儿、自身困境儿

童、家庭困境儿童、安全困境儿童和临时困境儿童，因家长的工作、生活或自身文化等

因素，导致生活、心理、感情缺乏关爱和寄托，内心较为脆弱，渴望被关爱、陪伴。因

此，海口市青年志愿者协会通过整合资源、五社联动等方式，在海口市区、镇街、社区、

海口各社会福利院开展本项目。

 设计理念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致力发挥各类志愿者、专业社工以及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等社会

组织联合参与，通过物质资助、爱心陪伴、心灵关怀、精神激励等服务，给予受助儿童

关心与帮助。在全社会营造关爱困境青少年成长的良好氛围，并通过实际行动让困境青

少年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照亮他们的心灵，赶走孩子们身心的孤

寂与忧伤，陪伴他们健康成长。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成效：该项目为全市困境儿童织密关爱保护网，目前走入10个镇街，服务200余名困境儿

童，着力推动儿童福利服务需求由基本型向发展型拓展、内容由碎片化向集约化拓展、

服务标准由粗放式向精细化拓展，构筑合力关爱“海口路径”，打造服务帮扶“青协力

量”，提升应急响应“海口速度”，彰显资金保障“青协温度”，在城市中形成“弱有

众扶”的困境儿童关爱保障“海口样本”。

 价值：通过开展本项目，弥补海口该类型项目的空白。运用“政府力量+社工+基层工

作人员+志愿者+社会力量+高校老师”的模式，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使关爱困境青少年

志愿服务形成海口地域内社会公益、志愿服务项目的常态化、基层化和专业化运行实施。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多元化调研

 首先通过在社区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志愿者，开展辅导功课、爱心陪伴等志愿服

务活动，入户了解孩子和家长的需求，通过议题研究与交流，与基层儿童福利服务队伍

及学校合作，探索并完善困境儿童项目制度与体系。通过走访困境青少年及其家庭，通

过调研分析，将活动逐渐拓展和对接，按照类型、专业、需求等方面进行服务提升和服

务多元化衔接，夯实服务内容，使项目得到了常态化的开展和实施。

 规范化实施

 对象选定:先期通过学校、少工委等有关部门，进行初筛。后派出志愿者对外来打工子

弟学校、农村、社区一些困难家庭、单亲、长期在外务工、留守、残疾以及临时遇困的

儿童开展一些临时性的关爱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活动精准确定和对接。

 志愿者选定:前期通过培训进行筛选，打造一批优秀的志愿服务队伍。通过活动，根据

专业和需要，精准确定对接双方，开展常态化和专业化服务。  

 全方位助力

 项目针对困境儿童的生活、安全保护、心理陪伴、发展需求，进而推动儿童权益保护

的机制的完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爱支持。内容包括建立预防监测、发现报告、评估干预机

制，针对低、中风险及受伤害儿童开展有针对性的支持和服务。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人员管理：运用“政府力量（党员干部、团干、少工委工作人员）+社工（专业心理咨

询师)+基层工作人员+志愿者+社会力量+高校老师”的模式，充分结合青年、大学生、专

业社工、高校老师 的自身优势，组织实施“童伴同行”关爱困境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2.阵地管理：项目以“1+n”模式打造困境儿童服务活动阵地向海口市各镇街、社区、

福利院等地以点带面铺开，并同步打造童伴同行”关爱困境儿童志愿服务项目示范点。

 3.进度管理：项目团队长期支持、组织、开展全省（市）各种中、大型志愿服务活动，

通过底层执行、中层支持、顶层设计的方式对项目进行层级管理。

 4、质量管理：项目将治理理念融于专业化建设在服务提供的需求评估、方案制订、计

划推行和总结评估阶段中，吸纳服务对象和多个团队参与，并协助其开展协商共治。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一、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障能力

    以 “1+2+2N”志愿服务队伍可持续培育，即打造一支志愿服务队伍，建立志愿服

务管理、志愿服务激励两项长效机制，通过N个志愿服务参与平台、N条志愿服务路径进

行项目治理。

 二、造血能力

 一是让“志愿”更“专业”。积极链接专业心理团队、海南大学凤翔书院、乘风书院、

海口经济学院等优势志愿服务资源参与到项目中，提供源源不断的青年力量。二是让“志

愿”更“及时”。充分运用跨领域合作走进困境青少年的社会工作模式以及“走进来+走

出去”的项目工作方法，注重 “理论实践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持续开展

项目，保证项目可复制性。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服务方式和内容不够丰富、项目宣传方面不够到位、专业督导培训不够深入。

 下一步打算：1、提升自身造血功能，提高组织的战略谋划、项目运作和宣传推广能力，

通过优秀的服务项目和服务品牌吸引资助者；2、线上通过美篇、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做

好活动宣传工作，线下通过开展活动，让更多人知晓项目；3、加强与相关专业人士的沟

通交流，做好志愿者的培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