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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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家养老院：“共同缔造”模式下的智慧社区居家养老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为老服务

项目实施时间 2021-02至2023-08，共计30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该项目聚焦当前居家养老模式下老年人需求间歇性、志愿者服务时间零碎及难以科学匹

配等现实困境，在长达6个月调研基础上，于2021年着手成立多元化、专业化的养老志愿

服务队，与华中师范大学4个附属社区及53个“大学生社区实践计划”对接社区积极合作，

建立App志愿者库，搭建“e守护”智慧养老平台，一站式打通老年人、高校志愿者、社

区工作者的沟通壁垒，助力改善养老困境。

 平台设置组织端、服务端、需求端三方端口，即老人及其家属“下单”急性化、间歇

化、个性化需求，志愿者提供即时化、零碎化、闲散化服务。并以养老闲置物品销售板

块作为补充，满足老人及其家属的抛售需求。在初步运行过程中，平台通过大数据快速

联络机制，高效、精准匹配，构建多元“15分钟养老圈”，在15分钟内实现“孝养其身、

孝养其心、孝养其志、孝养其慧”。

 截至目前，项目共计招募不同专业的志愿者1200余人，并同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

大学等高校的志愿者完成初步对接，累计为600余位老人提供长期的集体免费服务和碎片

化的有偿服务，带动793名大学生志愿者勤工俭学，老人用户幸福指数提高30%，老人家

庭平均每月减少开支400元以上。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1）搭建智慧养老平台，盘活社会闲置资源

 项目以华师附属社区为点、辐射至“大学生社区实践计划”的53个社区，设置三端整

合多方资源，精准、高效满足居家养老需求，着力改善老年人间歇性需求和志愿者零碎

时间难匹配的困境。

 （2）创新养老商业模式，促进项目自我造血

 项目突破传统模式，联通家庭、社区和政府提供基础物质保障，志愿者提供零碎化、

即时化服务，探索更多社会主体嵌入养老服务体系新路径，兼具公益性与市场性。

 （3）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缓解政府资金困境

 项目模式具有成本低、覆盖面广、服务灵活等优点，累计服务600余位老人，服务时长

近30000小时，带动793名志愿者勤工俭学，老人用户幸福指数提高30%。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人才保障

 首先，团队核心成员具有程序开发、图文设计、市场营销等多方面的工作经验，指导

老师科研经验丰富；其次，团队志愿者队伍基数庞大，涵盖心理学院、计算机学院、音

乐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等不同专业，志愿服务体系健全；最后，项目区间联络广泛，现

已初步对接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在校志愿者。

 （2）资金管理

 团队组织志愿者提供集体化、碎片化、闲置物品销售等多项服务，通过碎片化服务点

单、社区整体购买、销售抽成等多途径吸纳资金，累计获得资金118626.9元，投入资金

32000元建立“e守护”智慧养老平台，后续将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完善，保障自身基本运

营。

 （3）平台运营

 平台采取多方联动管理机制，让服务需求方即老人与其家属、社区和政府下单发布需

求；社区工作者、高校志愿者多元服务主体积极回应，接单提供服务；同时进行闲置物

品的销售，提供商品和服务，精准定位形成完整立体的服务链条，提升服务质量，切实

做到让服务对象满意。

 （4）安全保障



 平台为志愿者购买保险，提供岗前培训，达标后才可提供服务；服务过程全程监控定

位，实现全透明化跟进；服务完成后需求方与提供方均可对本次服务做出反馈与评价，

保障服务的质量。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经营理念

 项目借鉴“共同缔造”模式，充分整合利用社会闲暇资源，对接老人急性化、间歇化、

个性化需求和志愿者碎片化时间，提供即时化、零碎化、闲散化的服务，致力于构造“共

享型”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新模式，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

 （2）内部建设

 项目致力于构建互联网定制服务智能系统，利用社会闲置资源助力建设养老体系。主

要业务为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拓展业务包括老人闲置物品的销售、老人集体化服务等，

涵盖服务、销售多方面。搭建多元化志愿者队伍结构，培养专业化服务内容，打造高效

化服务体系。

 （3）外部联络

 项目以“阡陌+”品牌一脉相承。已获得华中师范大学4个附属社区及53个“大学生社

区实践计划”对接社区支持；联动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

志愿者，现平台注册志愿者一千二百余人；同时，联合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等专业资

源，为老人提供养生、心理等多元服务。

 （4）队伍管理考核

 团队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保证服务的优质与高效；聘请专业人士对志愿者进行岗前培

训，达标后才可进行上门服务；根据服务次数、服务市场以及服务满意度对志愿者进行

考核，定期收集反馈意见。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本项目旨在“让全社会参与到养老事业中”，通过搭建“e守护”智慧养老平台，为社区

老人提供三类主要服务。

 （1）有偿的碎片服务：包括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精神慰藉、老年教育、跑腿服务五

大类服务模块，利用大数据快速联络机制，匹配高校志愿者及社区工作人员。

 （2）免费的集体服务：志愿者团队以社区为中心为老人发布集体服务，利用自我造血

的资金为老人聘请专家进行义诊、特色文化艺术课程等集体活动。

 （3）闲置物品销售服务：志愿者帮助老人将闲置的养老物品在app特色板块进行发布

销售，最大化利用资源。

 基于此，项目实现自我造血，自我营收主要包括三方面。

 （1）老人/家属点单收入：老人通过充值积分进行点单，志愿者完成服务后收取平台

补贴。

 （2）社区整体购买收入：社区以其自身为单位，通过统一充值积分帮助老人购买居家

养老服务。

 （3）闲置物品销售抽成：团队通过APP帮助老人销售养老闲置物品，每单交易成功后

抽取10%。

 团队通过以上模式自我造血，盈利资金20%用为志愿者补贴，5%用于购买志愿者保险，

45%为老人提供免费的集体服务，20%用于app维护完善，10%用于组织治理，形成良好循

环系统。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主要困难：

 (1）启动资金有限：团队公司规模较小，投入资金有限，且本项目为公益创业项目，

创收周期较长，在项目运营前期对推进市场向更广范围发展有一定阻碍。

 (2）团队经验欠缺：团队核心成员以在校大学生为主，在公司经营、市场开拓等方面

的经验不足，团队管理与运营尚需磨合。

 (3）搭建周期较长：“e守护”共享型居家智慧养老平台提供多样化优质服务，对平台

运营与维护技术要求较高，投入较大，建设周期较长。

 (4）品牌效应不足：项目处于初步运营期，尚未树立品牌，在前期存在缺乏客户评价

及市场选择等问题，市场占有率较小。

 下一步计划：



 (1) 营销推广期：优化、完善“e守护”共享型居家智慧养老平台，提升用户体验，增

强用户黏度；与相关学校、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积极沟通、促成合作，投放广告，提

升平台知名度。

 (2) 快速成长期：对平台用户进行售后反访，结合用户体验与意见持续改进平台服务，

提升市场竞争力；联动政府、社区全方位开展合作，打通各级各类媒体平台，进一步辐

射品牌效应与公益属性。

 (3) 成熟稳定期：加大“e守护”智慧养老服务模式的活动及成果的宣传，持续提高提

高品牌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