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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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力乡村教育，彰显青年力量”——乡村教育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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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至2023-08，共计29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本次乡村教育振兴项目，我们紧密结合农村发展实际，以双线结构开展实施：以“助学

天使，青朔风行”七彩假期暑假支教活动为主线，各类知识讲座、文化辅导加社会实践、

云辅导、公益捐书活动等为辅线的全方位教育振兴战略。

 其中为期一个月的支教活动已经在大通县、乐都区陆续开展，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优

秀青朔志愿者对接当地村委及家庭进行教学帮扶，与千余名农村留守儿童共同度过了美

好的暑期生活。其次在各分队所在地开展各类书籍募捐活动，最终统一收集赠予支教点

学生。

 通过走访调研，实地考察记录有关山区孩子的具体诉求，通过孩子反馈及当地地区村

民的实际需求情况。统筹协调制定相应的活动实施及开展计划。通过调研数据分析的分

析制定合理的活动计划，发布有关招募通知，通过向全国各地招募有相关专业特长，并

且所学专业相匹配的在校师范生，然后进行为期两个月四轮的遴选，最终进行培训上岗。

 最终对晋级参与活动的志愿者安排相应的带队负责人，及时跟当地活动基地负责人进

行对接沟通，并且开展有计划、持续性的服务活动，在此过程当中统筹协调生活物资，

保障志愿者、学生方面安全、保障硬件设施的完备，分工安排相关照片、视频、文案等

素材的收集。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青海朔子蓝天义工志愿者服务队暑期支教团于2021年、2022年、2023年开展“七彩假期”

暑期支教活动。2023年共计开设13个支教点，覆盖13个村落的1200余家农户，选派150名

支教老师前往各支教点。服务学生1500余名，开展各类专题讲座48场；开展各类户外实

践15场；举办专题竞赛活动16场。增设跆拳道，军体拳，太极，影视鉴赏等特色课程8类；

服务总时长共计48600余小时。发表主题文章260余篇，浏览点赞量达1.8万余次；发布各

类专题视频60余个，共计浏览点赞量达62040余次。此次活动目前作为青海共青团志愿服

务项目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也是最受重视的活动项目之一。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经团队研究决定，此次服务的资金保障措施如下：一、资金来源与筹集方法：1.通过活

动前期预算做出年度此项目支出经费预估值，向政府部门（团委）申报活动专项资金。

2.通过服务组织的负责人走访、协商，同企业、社会组织机构员工进行面对面会谈，表

达需求，寻求帮助，请求赞助、协办等方式融入活动支持单位，以不同形式的方式支持

活动正常举行。如：支教活动硬件设施的提供、捐助、借用，公司狗购买生活物资（蔬

菜、米、面、粮、油）等慰问，保障活动有序开展。二、资金的使用：在2022年7月至10

月，我团队五个支教点花费的各种费用，如： 硬件设施支出（相关教辅资料、团队管理

手册、教学用具购买、宣传海报、横幅、志愿服、工作牌的制作等，三、资金纠纷：当

事人在友好交谈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协商解决纠纷。若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可以要求

有关机构调解。四、加强资金保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对于“助力乡村教育，彰显青

年力量”——乡村教育振兴的各项内容，要纳入到年度预算中，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开展

相关活动。积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积极争取社会资金，使该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

的保障。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通过走访调研，根据学生的诉求及当地村民的实际需求情况制定合理的活动计划，发布

招募专业相匹配的在校师范生，然后进行为期两个月四轮的资格审查（面试）、交流沟

通、岗位职责培训等遴选，最终选出150名名志愿者参加活动。

 2.组织培训：通过各级团委牵线搭桥，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对志愿者进行专业的培训。

双方达成一致，从而确保活动顺畅有序地进行。



 3.注册登记：志愿者基本信息登记入档，志愿汇注册，领取保险，加入相关分队和各

支教团交流群。

 4.服务管理：由理事会下发文件，自由报名参加，经过一系列的筛选，最终确定名单。

 5.认证记录：通过向志愿汇APP平台西部片区申请支教活动签到编码，在支教负责人的

监督管理下当天进行签到签退，从而完成志愿时长的记录，最后通过政府部门（团委）

统一出具参与活动的志愿证明进行认证。

 6.激励保障：结合志愿服务时长、活动表现等实际情况，通过主动申请，线上评议、

实地考核记录、明主投票等方式进行评比，最终向优秀志愿者发申请颁发政府部门（团

委）印制的荣誉证书。

 7.宣传推广：通过推文、视频号的方式记录当天生活。关注留言动态，并及时将素材

抄送到主管的政府部门（团委）、各大媒体平台邮箱等。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助理乡村教育振兴：

 积极结合乡村振兴、乡村民俗等运用“互联网+志愿服务”使新时代志愿服务走向精准

化、专业化、便捷化、智慧化。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进志愿者的招募、培训、服

务，线下支教与线上云教育结合，推动教育振兴、促进新时代志愿服务的“守正创新”。

 2、志愿服务形式的创新：

 充分发挥地区不同的特色，积极探索并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志愿服务形式，发扬当地

的风土民情。依托各种纪念日、节日开展志愿服务集中日活动，在教育中融入多元化的

民族色彩，丰富课堂的内容，让孩子们开阔眼界，了解、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

 3、志愿服务的专业化管理：

 对志愿者定期开展培训、例会、奖励等活动，为志愿者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加强

志愿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让志愿者可以互通互学互助，不断提高其服务能力和服务水

平。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1）在支教地点的选择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缺乏支教点所在村委联系方式，联

系沟通较为困难，大多数时候只能由负责人一次甚至多次前往村庄，与村委相关领导当

面沟通，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以及时间。（2）因为缺乏当地政府部门的系统性指导，支教

团负责人对各个支教点存在的问题，无法及时予以解决，导致解决问题周期长，无法实

现组织帮扶与关怀，致使支教点老师内心失落。（3）支教点偏僻交通不便，支教点老师

无法选择经济实惠的出行方式，但对于某些无法避免的出行，例如突发情况和物资采购

等，团队无法对于产生的费用及时补贴，只能由支教老师自理。而且，支教老师从自己

家前往支教点以及从支教点返回自己家产生的交通费用，也由支教老师个人承担。（4）

在教学过程中，采购教学所需的教辅资料、教学用具等，花销较大，因团队经费有限，

一个支教点只能有一套教具，几个年级共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