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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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娜的厨房——食文化赋能少数民族妇女融入乡村产业振兴

申报方式 社会申报

项目类别 乡村振兴

项目实施时间 2016-04至2023-08，共计88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阿娜的厨房”瞄准西部民族地区妇女融入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的困难，存在“没本钱”、

“不会做”、“怕风险”等困境，提出“投资低、风险小、见效快、持续陪伴”和“小

惠普惠、共同富裕”的项目理念。依托青年种子社工、社区骨干、专家学者三者形成的

合力，项目扶持少数民族妇女基于传统农业智慧和特色食文化融入乡村产业振兴实现有

效增收——通过梳理食文化资源重新发掘被遮蔽的妇女所掌握的传统知识与技能优势，

扶持妇女分层开发对应的食文化产品和服务，线上线下联动链接各方市场实现少数民族

妇女以食文化为基础的赋能增收。

 2016年启动项目以来，“阿娜的厨房”已在陇南市和甘南藏族自治州12个民族村寨连

续开展8年工作，基于民族特色食文化改造和开发美食菜单15个、定制特色套餐12项，共

创美食摊位和示范农家乐17个，助力623名妇女搭上乡村振兴顺风车；打造创意土特产品

及助农标签产品4类18种，与中国手艺网等合作开发IP两项，实现线上线下三层次市场链

接。2020-2023实现参与妇女人均年增收1.65万元，家庭收入贡献增加40%，同时透过增

收成效促使妇女重新审视本民族文化资源及传承保护民族文化对可持续生计发展的作用。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1）项目携手妇女完成4类18种产品的研发销售，实现服务地区妇女人均年增收1.65万

元，间接带动12村累计623名妇女就业；帮扶促进18个妇女特色合作社成立，直接培养9

名妇女项目骨干，获得3个乡镇政府项目进入授权经营。

 （2）搭建“妇女合伙人-产业带头人-青年社工”乡村振兴互助网络，形成政府、高校、

合作社、企业协同工作与服务模式。项目提出的“小惠普惠、长期陪伴、微创业”等理

念多次在实施地乡镇政府的政策文本中提及，“发展以文化为基础的妇女可持续生计”

成为民族地区社区工作的重点参考。

 （3）项目入选全国青年社会组织“伙伴计划”三星项目、中国慈善项目大赛三星项目，

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等媒体重点报道。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专业与执行力兼具的服务团队。本项目设置研究团队与志愿服务团队两个执行框架。

研究团队依托兰州大学民族学和社会工作专家和高年级研究生志愿者建立，注重妇女决

策和工作模式的调查与研究；志愿服务团队依托大学生志愿者和青年种子社工建立，具

体执行家户沟通和社区服务活动。

 （2）多元、持续的收入机制。与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等多家基金会建立连续十年

的合作关系，在兰州大学设立“文化多样性项目”基金账户，累计获11项企业CSR项目捐

赠；连续四年承担合作伙伴的中央财政支持社会服务示范项目。

 （3）逐步凸显的社会化优势。推进共建乡村振兴工作站、策划和实施青少年研学旅行

等“基于服务项目生成市场化产品和服务”的模式，服务收入保障团队10%非限定费用；

探索“润英基金”、“地方食农特色体验”等有偿服务形式，借鉴咨询服务模式拓展团

队绩效和发展策略。

 （3）透明完善的财务制度。根据兰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财务规定，参照民间非营

利组织财务制度建立、健全项目内部财务管理制度。聘请具有会计从业资格的财务人员，

购买会计事务所填写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管理会计档案及报税等专业服务，以此

加强内部会计监督，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形成了11人理事会和3人监事会，以及包括社会工作师、营养师、产品设计研发师、

文化和旅游创意规划师等在内的专业全职团队，获腾讯公益NPO+孵化基金等支持；2017

年获批成立党支部和团支部，结合项目工作持续开展品牌党建活动18项，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示范效果。

 （2）形成兰州大学食品营养与健康研究所副所长丁梓桐、甘肃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曹西宁等学界专家在内的顾问团队，与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

中心）、文县铁楼藏族乡政府等机构、社区、合作社等形成密切长效的合作机制。

 （3）与兰州大学、兰州财经大学等10所高校共建学生社团或创新创业小组，形成了完

善的、可持续的志愿者选拔、培训和评估工作机制；与高校合作设立“润英服务学习奖

学金”，支持研究生通过实习或项目孵化持续投身机构建设。

 （4）在伙伴社会服务机构的支持下形成了相关规范制度，完成公益组织赋能培训并制

定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条例，设置会计师岗位并获准使用免税捐赠票据，入选“爱佑+”

公益创客百家，逐步瞄准建立独立的社会服务机构。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少数民族妇女所掌握的食文化资源与流传千年的耕种知识、烹饪技艺等成为其融入乡村

特色产业发展的支撑。“阿娜的厨房”通过组织和联结高校专家和相关专业青年教师、

研究生志愿者，携手少数民族妇女挖掘并开发面向“乡村旅游市场-对口帮扶市场-电子

商务市场”三层次开发、销售农特产品并推广其所蕴含的民族传统知识。具体分解为：

 （1）挖掘民族特色食文化资源。引导妇女梳理民族特色食材及相关耕种知识、食文化

仪式和习俗等，制定并规范标准化食谱。

 （2）推动农特产品创设。瞄准乡村旅游在地打造美食套餐，面向对口帮扶市场研发新

式农特产品，培育妇女食文化品牌并提供包装打样；辅助提供财务、线上直播、法律法

规等知识培训。

 （3）链接四方资源打通“政-校-社-企”协同推广机制。协同地方政府与村集体经济

组织链接政策支持，通过“助农补贴+小额基金”支持妇女进入乡村产业；多方赋能妇女

合作社，支持建设美食摊位与示范农家乐实现小额增收；开发民族食文化IP，打造食农

助农双标签，增加产品附加值并畅通线上销售渠道；依托兰州大学共建乡村振兴工作站、

大学生公益创业助农平台，带动妇女深入参与产品研发、设计、宣传与销售多层次、多

元化发展。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当前面临的困难主要包括：（1）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志愿者流动性较大，项目稳定性

和持续性有待进一步加强；（2）项目规模和推广效果存在局限性，部分景区周边民族村

寨妇女生计发展可推广模式有待进一步完善论证；（3）食农创意及创意产品核心创意开

发不足，受众人群有待进一步扩大；（4）收入来源多元化仍需进一步加强。

 针对上述困难及项目阶段性规划，下一阶段计划：（1）结合社会工作专业培养、青年

研究课题等探索如短期社区驻扎、志愿服务奖学金项目、服务学习课程试点等青年种子

社工、志愿者持续参与模式；（2）进一步深化研究部门，加强对景区辐射民族村寨发展

案例的研究研发工作，丰富对非景区辐射民族地区案例的考察，透过深入需求调查和标

准化技术、案例资料研究等，形成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项目创意进行推广，扩大项目

受益群体规模和影响力；（3）在坚持公益性项目开展的同时，基于各民族传统农业智慧

形成一系列食文化产品与创意，在激烈的同质化市场中提升竞争力；（4）探索机关/高

校党建活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服务购买相结合的志愿服务策划和服务承接机制，形成

品牌化、合作型的持续捐赠机制的同时，提升社会各界参与以补充技术与服务类型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