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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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行动——“宜心”助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社区治理与邻里守望

项目实施时间 2021-03至2023-08，共计29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2020年12月，我们在驿马冲村开展调研中发现村内60岁以上老人865人，占总人口31.3%。

符合政策的留守老人5人，留守儿童1人。由于年龄大等因素不具备耕种能力的老人26户，

共计有土地41.6亩，其中位置偏远、零散的闲置土地共计14.2亩。

 “20㎡行动”以农村地区（陆城街道驿马冲村）高龄、独居老人为主要服务对象，针

对农村老人闲置、不便于耕种且难以流转的土地，以志愿者家庭为单位进行认领，每1个

家庭认领20㎡，由青年志愿者家庭在认领的土地上进行种植，种植的蔬菜进行义卖后将

资金用于探访活动开展，土地租金直接支付给农村老人，为其增收。

 2021年1月，为有效助力陆城街道驿马冲村缓解独居老人闲置土地问题，宜心社工结合

“共同缔造”理念与社会工作“五社联动”机制，组织青年志愿者家庭共同认领土地打

造“文明实践爱心菜园”，同时开展乡村文明新风倡导、探访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等志愿

服务活动，以青春力量多渠道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初步形成了“开辟闲置荒地-共同参与

认领、种植土地-开展帮扶活动-公益活动筹集资金-资金支付土地租金-开辟闲置荒地”

的闭环，项目在带动乡村振兴方面，提供了循环发展的模式。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1.项目累计招募了314名青年志愿者家庭在4000㎡的闲置土地上，建设了166个“20㎡爱心

菜园”，探访农村特殊群体2500人次，送出爱心午餐800余份。发动2760人参与筹集项目

资金31200元。

 2.以驿马冲村党委牵头，村委、社会组织、志愿者、社区基金、社工共同参与的多方

联动机制让驿马冲村可调动的社会化治理力量更加充沛，推动社区治理的积极发展。通

过志愿者家庭认领种植，给村里节省土地种植维护费用2400元/年。

 3.项目开展以来，给4名老人带来了1000元/亩/年的土地流转收入；整合资源开展探访

三留守人员、低保、特困对象等特殊群体2500人次，让他们也享受到了项目成果，营造

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人员保障，以青年志愿者家庭作为项目最主要的人员组织力量，他们作为爱心菜园的

租用者承担着爱心菜园的运营、维护。他们也是爱心食堂里的“厨师”，配送午餐的“送

餐员”，还是入户探访了解服务对象生活情况的“关怀员”，是整个项目的中坚力量。

 2.资金和物资保障，依托湖北省慈善总会平台，成立陆城街道社区公益基金为项目所

需的物资资源进行保障兜底，提供食材、餐具等基础支持，以爱心菜园产出的蔬菜作为

素食支撑补充。爱心菜园收获后的蔬菜一部分进行义卖后将资金捐入爱心基金，补充项

目资金；另一部分蔬菜供给到社区食堂，作为探访活动物资、食材。项目执行中，为保

证项目持续发展，联动部分爱心商家组建了爱心商家联盟，提供志愿者积分兑换及活动

开展的物资。

 3.组织保障，项目以驿马冲村党委牵头，村委、社会组织、志愿者、社区基金、社工

共同参与的多方联动机制，有效统筹整合各方力量资源。社工主要承担青年志愿者家庭

的组织协调、项目统筹发展相关工作，驿马冲村提供村内资源协调，青年志愿者家庭认

领种植土地及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社区公益基金整合资源，社区食堂、爱心商家等作为

资源补充，驿马冲村内种植能手及有种植能力的老人作为菜园种植技术支持。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机构内部治理：宜心社工2019年成立党支部，2021年成立团支部。现有党员7人，机构实

行理事会下的总干事负责制。理事会下设置党支部、项目专家顾问团、总干事。总干事

分管项目执行、宣传、财务计划等具体事项，对理事会负责。项目专家顾问团队成员3人

均为高校教师、持社会工作师或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项目执行核心团队成员7人，



均为社会工作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平均年龄28岁。打造“宜心筑堡”党建品牌，

被评为宜都市优秀党建品牌。通过每月固定督导培训，提升执行团队专业性，同步开展

党建学习活动。机构发展中，建立了完备的内部管理制度，包含《宜心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专业规范管理制度》、《项目风险管理制度》等，机构财务运行实行《民办非企业单

位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管理：针对“20㎡行动”项目而言，由于引进了社区公益基金作为项目资源整合

核心，所整合的资源严格按照《湖北省社区公益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成立社区公益基

金管理委员会，由管理委员会进行资金使用的审批、监管，宜心社工不定期将项目执行

情况进行公开、公示。同时也组织志愿者家庭、驿马冲村两委共同制定了《爱心菜园管

理制度》，用于规范菜园的日常种植管理及技术培训。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项目服务目标：

 通过缓解驿马冲村高龄独居老人闲置土地问题，联动各方资源，多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在项目执行中，探索“共同缔造”理念下，以“五社联动”机制引导志愿者家庭助力农

村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形成一条以家庭参与土地耕种，带动并激活多方社会资源共同

参与的公益创业模式。

 项目实践模式：

 1.建设爱心菜园。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将村内闲置土地改造成“文明实践爱心菜

园”，并引导招募青年志愿者家庭认领土地、种植蔬菜。

 2.完善菜园运营。针对菜园的日常管理和蔬菜种植技术需求，社工联合村两委、认领

种植的志愿者家庭共同制定了《爱心菜园管理制度》，发掘村内乡贤达人、种植能手提

供技术指导；由全职妈妈及村内尚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协助进行菜园日常种植和管理；双

休由亲子家庭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种植。

 3.开展帮扶活动。以爱心菜园种植为基础，开展独居老人探访、驿马冲村美丽乡村倡

导等志愿服务活动。将菜园种植的蔬菜作为探访物资。

 4.资源联动。为了保证“爱心菜园”的持续发展及项目探访活动持续开展，增强项目

的可复制性，我们进一步通过“五社联动”机制引入社区幸福食堂、爱心商家、社区公

益基金为菜园的建设、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输血”。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

 1.20㎡行动所依托的是农村老人闲置土地，通过青年志愿者家庭认领土地种植，缓解

土地闲置问题，这是项目活动基础；土地的认领租金及爱心食堂运营由社区公益基金提

供支持，这个社会项目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项目中探索的循环发展模式是基于社区公

益基金联动爱心食堂、爱心菜园所建立的，但是当下建设了爱心食堂的社区太少，社区

基金整合资源循环服务体系对社区食堂依赖度较大。

 2.对于项目执行志愿者队伍来说，如何打通各个社区之间的壁垒，建立统一一体化的

志愿者激励制度，也是本项目能否持续发展的难点所在。

 下一步的打算：

 1.加强资源整合，强化项目服务。强化项目与政府、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等的合作，

共同筹集必要的资源，例如场地、物资、资金等，用来补充发展项目，以提供更丰富、

更有效的志愿服务。

 通过部分社区之间的主体联动，建立“社区联合体”，通过建立了爱心食堂的社区联

动其它社区，结对农村社区爱心菜园，完善爱心菜园的供应链条。同步开展公益集市活

动，进一步加强社区公益慈善资源的整合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