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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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路同行，“艾”护未来——蕲艾文化保护与创新计划

申报方式 社会申报

项目类别 文化传播与旅游服务

项目实施时间 2020-10至2023-08，共计34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蕲春作为医圣故里、“中国艾

都”，以药为名，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和中医药文化底蕴。其蕲艾文化作为中医药文

化的精髓，具有普适度高、生产易上手、传播模式易复制等公益特点。2020年，团队赴

蕲春开展三下乡活动，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当地有38%的居民会制作传统蕲艾产品。但因

为缺少产业支持，家庭收入不足，许多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留守儿童数量较多。调研统

计，当地家庭中有40%为留守儿童；

 为解决“留守儿童无人管”“蕲艾文化无人传”等问题，团队依托蕲春县为著名中草

药故乡的文化背景，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蕲春艾灸疗法为载体，利用计算机专

业优势，打造传承和技艺协同创新的线上平台，与蕲春县张榜镇、狮子镇政府、企业和

居民合作，提供景点预约、导览，蕲春特色产品、文创商品销售等服务。在提高蕲艾产

业知名度的同时，携手当地政府企业，合力增加蕲艾相关的就业岗位100余个，减少43名

留守儿童。3年来，返乡就业工作人员平均年增收6410元。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截至目前，线上平台累计点击量超十万次。此外，通过社交媒体和旅游网站的推广，项

目内容触达34745人次的用户，扩大了项目的影响范围。3年来，团队事迹受到人民网、

新华网等媒体报道300余次。志愿者走访调研蕲艾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现状，丰富项目内

容，让大众对中医药文化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据后期问卷统计，本项目有73%的参与者

表示，他们将继续关注和参与蕲艾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截至今年，平台已有超过26431笔

景点预约和文创商品销售交易发生，项目累计为当地创收286.1万元。这些交易直接带动

了当地旅游景点、旅行社和文创商品生产商的收入增长，并间接促进了相关产业链的发

展。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团队搭建“志愿团队+政企”协作模式：目前已经与湖北蕲艾堂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签订

合作协议，蕲春县狮子镇人民政府预计投入4.7万元资金购买此项目相关服务。团队已开

发线上平台，提供景点预约、一站式体验游预约、蕲春特产和文创商品购买的功能，拓

展产品输出渠道。开设《小小讲解员》栏目，鼓励当地青少年儿童参与蕲艾文化传播、

讲解等环节；搭建校友企业和政府的桥梁，助力当地居民打造和开发“感受中医药文化

魅力——养生游”一站式体验游项目 ：游览艾园、艾草温泉、自制艾粑、艾灸服务、蕲

艾农家庄园等。在发展蕲艾产业链的同时，为留守儿童的父母提供更加多元的就业岗位。

 “短期+长期”志愿者模式：在每年暑假，青佑之光志愿服务团派遣招募的短期志愿者

对项目进行优化与探索，回访调研中医药文化在当地居民中的普及情况；在长期模式中，

团队积极引导当地居民成为志愿者，对蕲艾文化进行介绍和宣讲，并为其提供相应的生

活保障。团队联合校友企业和政府共同营利，截至2023年，团队从线上平台综合收入中

获取提成46.89万元，总支出中：29%用于维持团队项目的运营发展和宣传推广；71%用于

改善当地志愿者家庭的生活条件以及体验设施等。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团队依托青佑之光志愿服务团党支部，全面统筹团队活动规范，强化党建引领。团队现

有核心成员56人，包含了就读于计算机、艺术设计等专业的具有较高专业素养和创新实

干能力的优秀本科生，组织架构完整，分工明确，管理制度体系完备。每年暑假，团队

组织志愿者前往当地实地调研，助力当地中医药文化传承和蕲艾产业的发展。团队通过

运营管理线上平台来保障当地文旅产业，如“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养生游”一站式

体验游项目的顺利运营；并开设交互平台“艾”绘制，吸引游客通过线上DIY，定制有关

蕲艾文化的产品。团队鼓励当地青少年儿童为家乡代言，录制《小小讲解员》系列短片，



向外宣传蕲艾文化。艺术设计专业团队成员结合自身专业优势为蕲艾产业创造特色IP，

助力当地居民打造和开发体验游，设计带有蕲艾文化体验的旅游农家庄园方案。

 项目实施团队稳定，志愿者队伍建设已形成长效化、专业化和社会化运营机制。以志

愿汇App记录志愿服务时长，通过学校反馈测评、志愿者星级认证进行考核评价，学校已

将项目团队建设、项目实施管理纳入工作规划和考核体制，提供专项资金支持，配备专

家指导。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作为李时珍的故乡，蕲春是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阵地。本项目组建志愿者团队，帮

扶当地留守儿童，推动蕲春中医药文化传承，助力蕲艾产业创新发展。团队走进当地留

守儿童的家中，走进蕲艾种植地和蕲艾企业工厂，走进李时珍纪念馆和县中医药产业发

展中心，深入了解中医药文化的魅力及其传承现状，挖掘其中的文旅价值，与蕲春县张

榜镇和狮子镇的政府、企业通力合作，打造垄上课堂、一站式体验游等特色文旅项目，

新增相关就业岗位100余个。

 团队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面向用户需求，公益性地为当地政府和企业开发设计线上平

台——艾馨行旅，功能包括旅游预约、导览服务，特色商品和文创作品的DIY制作、展示、

在线销售等。团队与蕲春当地的知名生产商合作，将与蕲艾相关的艾草制品、艾灸器具、

手工艺品等展示在平台的特色商品模块；项目为当地提供线上销售预约渠道，帮助经济

发展，帮助政府解决就业问题和文化传承问题；团队开设《小小讲解员》活动，引导当

地青少年人群，特别是留守儿童助力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项目将每年的大部分收

益投入到资源挖掘、设施升级和设计宣传等方面，提升项目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自

我造血。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线上平台的用户增长速度较慢，部分用户只停留在浏览阶段，没有预约和购买等行为；

《小小讲解员》系列短片内容形式有待创新。

 下一步打算：

 1、同政府协商，推行蕲艾产业文旅服务，通过线上直播等形式，制作更具吸引力的宣

传资料和短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蕲春，感受蕲春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的魅力。同时

推广项目的线上平台，分析用户反馈数据，面向用户需求，进一步优化功能和界面。

 2、收集留守儿童父母的信息，并向其发放问卷调查留乡、返乡的意愿以及原因，携手

政企，计划在2024年再增加50个就业岗位，帮助当地解决留守儿童家长的就业问题。

 3、丰富项目内容，提升项目质量，在当地及学校内开办蕲春中医药文化宣讲等活动；

建立合作伙伴计划，与当地政府企业、志愿者家庭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增加项目创收。

 4、积极寻找资金和资源支持，包括公益基金、企业赞助和政府扶持等，用于升级项目

体验设施，提升项目口碑，形成蕲春品牌。

 5、提升团队志愿服务项目可复制性，推广平台应用覆盖范围，让项目走出蕲春，帮助

更多地区中医药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