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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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的农民讲习所”——南京理工大学“馨火夜校”项目

申报方式 社会申报

项目类别 乡村振兴

项目实施时间 2017-08至2023-08，共计72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南京理工大学“馨火夜校”，以青年志愿者为骨干，联合政府、高校、爱心企业三大资

源，在贵州20个极贫乡镇创建全省第1批脱贫攻坚夜校（现已转型乡村振兴夜校）。团队

已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深耕7年来开展政策宣讲超1900场，帮助超5300人实现新就业；

助力20个乡镇形成“一乡一品”产业格局，经济效益超4500万。团队模式被习近平总书

记点赞为“新时代的农民讲习所”，围绕“政策宣讲、文化教育、科学素养、职业赋能、

产业振兴”五大主题助力乡村振兴。

 背景：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战斗进入深水区，贵州省政府在全省划定20个极贫乡镇，

覆盖超过17万深度贫困人口。南京理工大学派遣团队创始人韩啸作为学校第19届研究生

支教团团长赴极贫乡水城营盘开展志愿服务。

 调研：团队走访营盘乡43个村组后发现，当地居民存在：对国家政策理解度低，青壮

年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科学产业技术三大突出问题。团队向贵州省委省政府提交调研报

告，提出建设“馨火夜校”，作为政府工作补充力量的解决思路并被采纳。

 落地：2017年8月，团队在营盘乡建成贵州省第1所 “馨火夜校”，因工作卓有成效，

被习近平总书记点赞为“新时代的农民讲习所”。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通过惠民政策宣讲，走进村民家中持续解决难题；识汉字、唱爱国歌曲，结合民情开展

特色教学，让普通话和规范字在大山里流行起来；联系农业带头人，开设12门特色课程，

让村民掌握技能，让产业遇见技术，提升老乡科学素养；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提升

农民经济收益，实现产业振兴。

 2020年3月，第1所“馨火”夜校所在乡镇——营盘乡正式出列，水城县脱贫摘帽，经

国务院同意撤县设区，“馨火”先锋队在其中发挥了新时代青年应有的担当和作为。2021

年，决胜脱贫攻坚后，项目成功转型乡村振兴夜校，团队转型乡村振兴先锋队，工作经

验入选团中央《共青团扶贫实践20例》。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组织保障：团队于2020年转型为乡村振兴夜校，注册成立南京市玄武区同馨社会工作发

展中心（民办非企业单位），继续团结学校社会工作专业指导和大学生志愿者力量，结

合学期周末日常性实践、重要实践节点重点性实践以及暑期“三下乡”集中性实践，发

挥学科优势和学校育人合力，推动专业社会工作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已成立专题党支部：

自动化学院云上西部校地共建党支部，强化政治引领，发挥堡垒作用。

 资金保障：“馨火”乡村振兴先锋队固定资金来源于营盘乡政府、南京理工大学团委、

基金会、校友会以及自动化学院，由团队核心成员统一管理、制定预算、合理执行。

 制度建设：制定出台相关经费管理办法，明确界定经费使用相关概念、原则、归口管

理、使用责任、标准、口径、流程，以可操作、易延续、向长远的思路，将团队志愿工

作纳入新轨道、新机制，推动志愿服务管理创新、资源整合和激励保障。

 文化建设：团队拥有队旗、队服、胸章等文化传承，不断点亮、扩大“馨火”的项目

品牌的影响力，不断壮大团队文化的建设与推广。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党建引领：已成立专题党支部：自动化学院云上西部校地共建党支部，团队创始人韩啸

担任支部书记，系统推动党支部建设和志愿服务主题深度融合，打造志愿服务品牌“云

上西部”校地红色牵手计划，成为青年志愿者发光发热的闪亮舞台。

 组织建设：依托民办非企业单位：南京市玄武区同馨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构建功能齐

全的志愿服务队伍，配置志愿者小队，并根据当地实际需要组织培养若干具有自身特色

和优势的志愿服务活动。动态管理志愿者，开展专业培训，通过扎实有效的培训，提高



志愿者素质能力；重视团队培育，定期组织开展团队拓展活动、优秀成果展、交流分享

会、实地观摩与考察活动等； 完善激励措施，形成志愿服务互助循环发展机制。

 资源整合：团队现已形成“党支部-政府-高校-爱心企业”的四方联动布局，依托南京

市玄武区同馨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与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教育局达成合作框架，联系

学校团委、工会资源，接洽贵州茅台集团、中国农业银行等社会企业，合力参与乡村振

兴事业。结合暑期“三下乡”大学生社会实践契机，发挥自动化学院学科优势和学校育

人合力，创新“乡土育人”新理念，夯实实践育人实效。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馨火夜校永远不向老百姓收取一分钱！”志愿者们连续7年在宣讲会上向老乡们承诺。

但7年来，得益于日臻完善的自造血模式，“馨火夜校”团队日益壮大，服务覆盖不断扩

大！

 “馨火夜校”已经形成一套复制性较强的“馨火模式”，围绕“政策宣讲、文化教育、

科学素养、职业赋能、产业振兴”五维主题开展工作。其中“政策宣讲”“文化教育”“科

学素养”主要是政府购买，“职业赋能”和“产业振兴”主要是企业购买，五个模块均

能为夜校运行提供收入。

 政府购买：“馨火夜校”服务与基层政府深度互补，当前284所夜校均承担有相当一部

分政府政策宣传、群众动员功能，紧密围绕当前国家政策制定夜校活动方案，政府批量

打包购买夜校课程。

 企业购买：

 1.“职业赋能”，夜校针对当地企业的用工需求，有针对性地开设课程，并将培训合

格的村民推荐到当地企业就业。夜校接受企业的员工培训订单，增加收入。

 2.“产业振兴”，夜校邀请乡镇乡村振兴站以及农科院的专家教授为乡镇“定制”产

业运营方案，对接上下游，梳理农产品、手工艺品的供销产业链，与下游企业达成深度

合作，近年来自特色产业下游的企业捐赠逐步上升。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馨火夜校”目前在贵州、四川等成功样板省份已经有难以复制的实践基础，但是向新

省份拓展的过程中，还需要国家的支持和背书，这也是“馨火夜校”团队报名公益创业

赛的初衷。

 目前，团队已获得校友基金会600万元人民币捐赠，计划在江苏、贵州、四川、新疆等

四个省份继续深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