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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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拾光”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公益创业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乡村振兴

项目实施时间 2021-07至2023-08，共计25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享+拾光”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公益创业项目秉承共享经济理念，坚持互联网+农业发展

模式，打造乡村振兴助农服务平台。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又为乡村的经

济发展提供新思路，将资源利用最大化，该项目采用3+N运营模式，即3大业务模块（共

享农场、共享厨房、农特产共享商城）+N种服务方式，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完整生态产业链。

 共享农场：链接农村土地资源与城市群体，以亲子活动、夏令营等为载体，将城市家

庭人群带入乡村，体验共享农场的私享乐园，种植专属农作物。提高农村闲置土地资源

利用，让农民增加收入，让城市家庭回归田园感受健康绿色生活。共享厨房：建立实体

共享厨房，乡村蔬菜特供精加工，在满足客户的多样化娱乐需求的同时，打造独特乡村

绿色蔬菜品牌。在校内，以烘焙切入，让传统农业与西式烹饪方式相结合，打造一个大

学生喜爱的全新的特色农业体验。农特产共享商城：搭建网上销售渠道，对接农村优质

绿色农产品资源，借助共享厨房特色线下品牌，为特色农产品赋能，让每个人都能享受

健康，绿色蔬菜。  N种服务方式：依托三大业务板块，开展品牌包装、农业指导等系列

特色服务。激活乡村活力，挖掘农村潜力，带动农民增收。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项目秉承共享经济理念，坚持互联网+农业发展模式，打造乡村振兴助农服务平台，并采

用新型运营模式转换生产价值链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生态产业链。开

展至今已经有10万+项目盈收，已链接成都田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七鲜生鲜超市、叮咚

买菜等平台，建立了稳定合作渠道。目前带动合川金沙村、二郎镇等4个村落近30名村名

受益增收，项目间接服务人数近万人。

 项目通过3+n的运营方式，既满足城市人对大自然的期待，体验乡村田园生活，又能改

善农作物滞销等问题，帮助农村农民增收，带动乡村经济发展。项目极大程度满足了消

费者物资和精神需求，又产生了较高社会效益并创造更多社会价值。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一是本项目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保障项目运营，包括财务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管理都有相应的人才。

 二是项目已注册营业执照有相对完善的组织架构，项目配有富有创业经验的指导教师，

核心骨干成员均为高素质、有责任心的大学生团队，拥有多次创业经验，为项目的精准

实施提供了人力保障。

 三是项目具有公益造血能力及稳定的、可持续的资金来源。本项目的主要资金收入主

要来源于产品营业收入、项目赛事获奖、学校资金扶持等3个方面。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

时能够兼顾社会效益，为贫困农户提供就业岗位及增收机会，目前盈利情况较好，也受

到了学校资金、场地等专项投入确保项目可持续性运转。

 四是项目积累了较好的口碑形象，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支持，给当地带来了经济效益，

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发展。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乡村振兴助农服务平台项目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又为乡村的经济发展提

供新思路，将资源利用最大化，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该项目具有公益性的属性，团队聚焦当前人们重视的问题，围绕“三农”，提供相关

的产品与服务，提高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利用，让农民增加收入，同时让城市家庭回归田

园感受健康绿色生活，让资源共享，达到共赢目的。

 整合农村各项资源，着眼客户需求，针对不同客户定制不同的套餐与服务，以满足不

同客户的不同需求。



 该工作室组织架构简单，合理分配，每位员工发挥各自特长，优势互补，已达到工作

效率最大化。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本项目通过为用户提供相应的产品与服务，进行营利，保证项目正常运转。“享+拾光”

助农服务平台采取3+N的运营模式，通过3大业务版块以及农业指导等系列特色服务，形

成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生态产业链。在共享农场体验、原材料售卖、搭建线

上农特产品售卖渠道等方面进行盈利，反哺项目正常运转。

 本项目可以解决和推动社会变革，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该项目是拾享工作室基于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及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的国家政策，孵化的公益创业项目。能

够为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为居民提供就业岗位，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

 本项目兼顾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公益性。应用商业机制和市场竞争来产生经济效益，

同时实现公益创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社会乡村振兴发展助力。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一是从当前来看，共享农场是一个新型领域，参与者凭着一股新鲜感涌入农场，但是从

种下一粒种子到开花结果是一个长期过程，许多人并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打理后续的事情，

等待农作物成长是极度考验耐心的，等新鲜感一过，可能就不想继续参与“共享”了。

要想持续发展离不开创新，一方面要想办法让客户的新鲜感“续航”。

 二是可以开发一些其他项目助力农场建设，首先，可考虑延伸服务。在收获季节，当

一回菜园的“主人”，就地取材做一桌可口的饭菜。相信在田间地头，参与到美食采摘、

清洗、烹饪全过程后，会收获一种别样的幸福。其次，可借助网络直播让“共享农场”

活起来。菜园认养者可利用碎片化时间看一下农作物长势，和菜农聊一聊种菜话题。第

三，“共享农场”的栽种品种要经常翻新，可考虑引入拇指西瓜、迷你南瓜等网红品种，

进一步增加人们的种菜乐趣。

 三是农民上平台有困难虽然我们有配备专门的人员，但农民没有养成上网上平台的习

惯，这样就没有办法进行农技服务和线上交易。农产品网络营销人才缺乏。想要解决这

一问题，首先要引进专业青年人员，带动产业发展，其次可以邀请当地外出工作的青年

人员回乡发展，他们更加了解相关情况，可以更好的带动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