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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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废为宝，蚓力无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志愿服务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环境保护

项目实施时间 2017-06至2023-08，共计74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本志愿服务项目以团队所在的吉林农业大学秸秆综合利用与黑土地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

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黑土区农业生态重点实验室为技术支撑，志愿

服务团队为载体，以农村合作社、农户为实施单元，利用当地的禽畜粪便、农作物秸秆、

厨余垃圾等为原料，通过科学配比加入复合菌剂后进行堆沤发酵后养殖蚯蚓，同时生产

蚯蚓粪肥。实现农业废弃物与厨余垃圾的无害化、资源化利用，并建立标准化可推广的

农业废弃物与厨余垃圾生态化处置应用模式。在该模式下团队通过蚯蚓种苗、低温秸秆

降解菌剂销售以及蚯蚓粪肥和蚯蚓回购加工获利，农户通过销售优质有机肥和蚯蚓创收，

政府减少秸秆、畜禽粪污和厨余垃圾治理专项经费投入，同时还具有重要的环保和社会

效益。

 团队秉承“立志强农兴农，践行知农爱农”的使命，弘扬志愿精神，展现担当作为的

理念，为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奉献青春力量。通过变废为宝，蚓力无穷----农业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志愿服务项目的推广和实施可实现农业增产、农户增收，有效解决农村“空心

村”和留守等问题，将为东北农业高效可持续发展和新一轮东北经济振兴助力。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本团队过去三年共开展志愿服务23 次 ，参与志愿者共300余人次 ，服务对象 2000 人 ，

志愿服务总时长320 小时，服务吉林省和湖北省15个县市区，服务企业20余家，并与其

中5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已实现推广农户通过企业回购蚯蚓粪肥和成品蚯蚓创收，实

现了每亩每年2.5-3.0万元收入；每亩每年可处理300吨粪污和厨余垃圾，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150吨以上，为企业增收2000余万元。

 项目志愿者参与指导教师团队的相关科研项目，发表研究论文20余篇，申报专利12项，

志愿者团队以相关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基金5项，省级优秀社会实践成果奖7

项，撰写的3份调研报告获得省主要领导肯定批示。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制度建设

 团队建立了《变废为宝，蚓力无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志愿服务团队工作制度》，

同时团队成员应遵守吉林农业大学志愿者服务团相关规章制度，且在进入实验室时遵守

《秸秆综合利用和黑土地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管理条例》。

 （2）文化建设

 以社会实践、学科竞赛为契机，引导团队成员树立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履行“立志

强农兴农，践行知农爱农”的使命，弘扬志愿精神，展现担当作为。

 （3）组织建设

 团队指导教师为总负责人，团队负责人为日常管理负责人，团队成员分工协作，各司

其职的组织制度。

 （4）资源整合

 团队依托吉林省内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领域相关专家所在的秸秆综合利用与黑土地

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专家团队，为项目模式的推广提供了技术支撑，且该模式得到省、

市各级领导肯定；吉林省发布《吉林省“秸秆变肉”工程实施方案》和《吉林省黑土地

保护条例》等，为项目推广提供了政策支持。

 （5）资金保障

 指导教师团队承担与本项目研究相关的科研课题7项，到位经费500余万元，秸秆综合

利用与黑土地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每年提供相应运行经费用于项目相关志愿服务，吉

林农业大学院级、校级均能提供一定费用用于项目相关志愿活动。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志愿者招募遴选

 以秸秆综合利用与黑土地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专家团队指导的博硕士研究生和导师

制本科生为班底，同时吸纳表达能力强、动手能力突出且具有志愿服务意识的本科生。

 （2）组织培训

 项目指导教师和实验室相关专家采用社会实践和“以赛代练”的方式对志愿者进行培

训，包括“本科生科技创新基金”、“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创业计划竞

赛、“生命科学竞赛”、“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等方式，让志愿者参与到各类竞赛和

实践中，熟悉项目模式相关要点，掌握项目模式的操作流程和技术。

 （3）注册登记

 由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团负责注册登记及志愿活动备案。

 （4）服务管理与记录认证

 服务管理由每年新推选的服务团负责人进行相关管理和召集工作，并登记。

 （5）激励保障

 活动表现突出人员具有学院优秀青年志愿者及各类奖学金优先推选权，且可活动竞赛

类奖励。

 （6）宣传推广

 项目团队已开发标准化蚯蚓养殖教学微信小程序“蚯蚓通”，可实现对蚯蚓养殖的全

过程指导，通过对小程序的推广实现线上与线下宣传相结合，使项目宣传具有可持续性

并使生态农业理念深入人心。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变废为宝，蚓力无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志愿服务团队拥有成熟的且自主知识产

权的耐性蚯蚓驯化技术、低温秸秆腐熟菌剂生产技术、蚯蚓养殖技术、微生物--蚯蚓堆

肥技术、微生物--蚯蚓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和再生利用技术、蚯蚓干加工与处理技术，

志愿者具有丰富的志愿服务和培训经验，可定期培训企业和农业推广技术人员，由技术

人员直接指导实施。

 项目团队以技术入股，企业投入资金，项目团队占股60%，企业占股40%，建立低温秸

秆降解菌剂生产车间和蚯蚓种苗基地。项目团队与当地政府合作，吸引政府秸秆综合利

用专项资金、畜禽粪污处理专项资金及其他环保专项资金，由政府采购秸秆低温降解菌

剂和蚯蚓种苗向农村合作社和农户发放，同时建立“企业-农户”订单式模式，由企业采

购秸秆低温降解菌剂和蚯蚓种苗，免费发放给农户。蚯蚓成熟后，由企业回购，用于饲

料和中药材；生产的有机肥也可由企业回购用于高品质有机肥加工销售。企业通过菌剂

销售、蚯蚓种苗销售、蚯蚓成品销售、有机肥销售盈利；团队通过分红获利；农户通过

企业回购成品蚯蚓、蚯蚓粪肥创收。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目前志愿服务团队已开展志愿服务23余次，并与5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但这些企业均

属于有机肥生产和有机农业相关企业，投资规模较小，并未打通蚯蚓养殖、粪肥生产、

蚯蚓饲料和蚯蚓药材的产业链，导致蚯蚓养殖后的销路不畅，整体效益偏低。未将蚯蚓

应用于药材和饲料等附加值较高的产业。

 下一步期望由企业投入资金，在项目团队技术支持下，建立低温秸秆降解菌剂生产车

间和蚯蚓种苗基地，建设期约为3个月，建成后即可投入生产，与县级以上政府合作，坚

持整县统筹、技术集成、企业运营、因地制宜的原则，由政府采购秸秆低温降解菌剂和

蚯蚓种苗向农村合作社和农户发放；在此基础上建立蚯蚓粪肥加工生产线和蚯蚓成品加

工生产线，建设期为2个月，并与相关医药和饲料企业建立合作关系，3年内内将项目模

式进行吉林省黑土区全覆盖,收回投资成本，实现盈利，5年内实现生产产值翻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