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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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居巧媳妇”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妇女创业公益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其它

项目实施时间 2021-07至2023-08，共计25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幸福社区的居民从原来海原县的各乡镇因吃水难、交通难、就业就学难等问题搬迁到了

城市生活。新的生活环境和就业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男性外出打工，妇女

则是留在社区照顾家庭和从事家务，她们的自身发展和生活质量受到限制。2021年7月，

该项目由海城街道办支持15万元作为前期启动资金，由海原县蒲公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承接执行，幸福社区两委班子，青鸽志愿服务队协助实施。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公益创业

项目为留守妇女提供手工制作、编织技能培训及心理支持和社交活动，以提高她们的生

活质量、自身发展和自主创业、创收能力，实现人人有技能、家家有收入的新居社区，

让居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本项目计划，实现一年完成社区服务平台建设，完成社

区留守妇女阶梯式调研建立志愿服务关系300名，并完成基础技能培训60个工作日；两年

实现社区内外部志愿者、专家、场地等资源整合，完成初期县域线下销售渠道和个人快

手、抖音等线上销售渠道的打造并完成项目模式打造，为项目提供资源、经验和流程保

障；三年实现留守妇女创业模式完善运营，手工产品初步品牌化和稳定创收，实现产品

销售创收反哺项目，用于培养至少两个社区公益性岗位就业协助推进项目持续运营。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区市县党委、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易地搬迁扶持工作要求，根据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关于申报2021年城市

基层党建项目的通知》，该项目结合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特点，打造人人有技能、家家有

收入的新居社区，让居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一是为留守妇女提供发展平台，实现自主就业创业200人以上，增加经济收入30万左右，

为家庭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和安全感。

 二是培养留守妇女的创新意识，为社区良性发展和当地经济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动

力，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促进社区文化进步，推动社区资源有效利用。

 三是总结推广项目模式，为其他社区、乡镇妇女创业提供经验参考。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一、资金保障

 1.政府资助。该项目根据海街党幸支发〔2021〕号文件精神要求由海城街道办支持 15 

万元；2.留守妇女创业收入反哺项目。留守妇女手工编织产品售卖后，反哺 10%，作为

项目可持续执行的资金保障。

 二、项目管理

 1. 采用扁平化、民主化的项目管理方式，鼓励志愿者和服务对象积极参与到项目决策

中；2.制定详细的项目计划，确保项目按期完成；3.根据项目需求，合理分配人员，明

确职责分工；4.定期组织内部培训，提高团队成员项目跟进管理和综合素质。

 三、风险管理

 1.市场风险：手工编织产品，市场产品丰富，本县内有 6 家手工商店占据县域内市场

份额，项目积极链接志愿者开展县域外市场，特别链接大学生志愿者推动大学市场；2.

技术风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新产品的技术研究和培养，以产品老旧单一；3.项

目周期风险：根据项目的长期发展规划制定阶段性目标和实施计划将项目分解为若干个

阶段以降低项目周期风险。

 四、项目宣传

 1.制定宣传矩阵，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进行宣传，打造个人快手、抖音账号，创建

了幸福社区官方公众号等；2.建立品牌形象：塑造项目独特的定制版手工品牌形象，提

升项目的辨识度与吸引力。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一、项目执行机构：海原县蒲公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二、项目合作志愿者团队：海原县蒲公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青鸽志愿服务队。

 三、项目组织形式和分工：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项目评估组和社区两委班子

监管，社工督导跟进指导，项目社工组织实施，志愿者协助，服务对象参与。

 四、项目财务管理

 1.资金筹措。制定项目资金申报筹措方案和产品销售资金反哺项目办法，确保项目有

足够的资金支持；2.资金管理与使用。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单

独核算，定向使用到手工编织用品的采购，产品销售宣传，活动开展等方面；3. 预算管

理。制定了预算方案，确保项目各项活动的资金分配都符合预期。

 五、项目管理

 1. 项目计划：制定详细的项目实施计划，明确各阶段的任务和目标；2. 项目执行：

按照项目计划，有序地开展各项任务；3. 项目监控：对项目执行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及

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解决。

 六、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1. 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实时监管， 保持项目运行、决策过程和产品销售的透明度；

2. 通过媒体传播项目信息和成果，提高项目的社会影响力；3. 接受社会监督和建议，

不断改进项目的运行和管理。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新居巧媳妇”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妇女创业公益项目，打造“1+2+3+N”公益创业

项目模式，即“一个服务平台，两种项目运营经费收入机制，三种留守妇女手工产品销

售方式和创造 N 个公益就业岗位”。

        具体是：“1”指的是以社区为服务场所，为留守妇女提供学习技术和交流成

长的平台；“2”指的是该项目运营经费由政府支持和留守妇女产品售卖后获利反哺项目

两种资金创收机制；“3”指的是通过项目支持留守妇女的手工编织作品通过个人销售、

志愿者团队帮销、项目执行机构协助对接商店企业帮销三种创收形式；“N”指的是项目

后期通过留守妇女手工编织作品初创收反哺一定资金用于培养服务社区 N 多个带头人

的公益岗位持续跟进推动项目运营。

        该项目模式实现了社工联合志愿者和社区两委班子共同推动社区服务留守妇

女的大平台，其次以社区为平台，以项目的形式启动和扶持妇女创业，项目前期由政府

提供资金作为启动和基础创业成本保障，留守妇女通过项目支持学习手工编织技术和品

牌建立的相关知识，制作定制版手工产品进行售卖创收，中后期通过留守妇女创收反哺

项目，作为项目持续实施的保障，形成留守妇女创业项目的闭环。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一、存在困难：

 1.在与服务对象交流过程中，个别服务对象对项目信心不够，参与积极性不高；

 2.销售渠道受限，利润不稳定，现阶段产品销售量不高；

 3.技术方面，服务对象在快手、抖音等自媒体平台的操作方面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指导；

 二、下一步打算：

 1.针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及时调整项目计划，应对各种突发

问题及顽固性问题，积极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思想等各方面引导；另一方面，不断提高加

强项目团队的能力，为后续项目进展做好坚实的基础；

 2.对接有一定快手和抖音操作能力的志愿者提供技术指导；

 3.对接县融媒体和其他自媒体平台进行项目和妇女手工产品推介，拓宽产品销售渠道。

 4.尝试与社会组织同行对接，以公益价格出售内部自销，并邀请热心公益的同行帮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