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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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橘为重——高端柑橘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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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至2023-08，共计44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一）项目目标

 项目旨在帮助柑橘种植户解决柑橘种植品种老化且经济效益低下、种植技术落后和缺

乏柑橘销售渠道等痛点问题，实现农户增收，促进柑橘产业发展。

 （二）志愿路径

 基于柑橘全产业链视角，项目从品种、技术和销售三个方面开展志愿活动。

 第一，研发推广优质柑橘。本项目研发引进高端柑橘新品种‘爱媛28’‘爱媛29’，

派研发团队前往周边柑橘种植村进行品种升级推广，对于贫困村直接进行种苗捐赠。

 第二，提供技术指导培训。本项目制定出专业的柑橘种植手册，在周边柑橘种植村开

展技术培训，联合华农柑橘质检实验室定期对产品进行检测，并借助黄石市市级星创天

地平台为农户提供创业培训和咨询支持。

 第三，拓宽销售渠道，带领农户增收。一方面，为农户提供代销服务，农户生产出的

符合标准的柑橘可以进入项目销售渠道；另一方面，开展电商知识宣传活动，招募培训

志愿者前往对接村庄进行电商知识普及和一对一解惑活动。

 （三）造血转化

 项目探索出“志愿团队+高校+政府+农户”的四位一体公益扶贫模式和“教农户种-帮

农户管-带农户销”的公益助农模式，打造出1000余亩的柑橘种植基地和300余亩种苗繁

育基地，2022年营业收入超过1500万。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一）带动农户就业

 团队与4个村签订“村企联建”巩固拓展协议书，直接带动劳动力就业超过10000人次，

带动户均增收3万元。

 （二）带领农户创业

 本项目坚持以“六化”技术为特色和优势，借助黄石市市级星创天地平台，为50余名

农户提供创业咨询并与15家柑橘种植企业、43名农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三）促进产教融合

 本项目与华中农业大学等单位签订产学研实习实践基地等合作协议，接待50余个社会

实践团队，带动1000人次研究生参与实习实践。

 项目受到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张维国，团省委书记周森锋等领导同志的关怀肯定和湖北

日报、学习强国等国内100多家知名媒体专题报道。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一）资金保障

 本公司自2019年起通过自筹资金、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政府项目扶持资金、双创赛事

奖金等募集资金1000万元用于柑橘研发与种植。2022年，公司营业收入超过1500万元，

预计未来五年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将实现稳步增长。项目资金收入用作助农活动、品种技

术研发、拓宽销售渠道和团队建设等，实现财务可持续发展。

 （二）合作保障

 本项目拥有“高校＋政府＋志愿团队＋农户”的四位一体的稳定运营模式。本团队积

极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获得2022年湖北省现代农业返乡下乡创业创新项目和阳新县

乡村产业振兴“头雁”项目支持；本团队与三保村等签订“村企联建”协议，通过种苗

推广，技术帮扶，柑橘代销等落实合作关系；本团队与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等形

成合作关系，积极引进柑橘种植和农业经济的专业人才前往阳新县，形成产学研贯通的

校企合作模式。



 （三）流程保障

 本项目涵盖了柑橘品种研发、柑橘鲜果种植、青柑茶等柑橘衍生品加工、柑橘产品销

售和柑橘文化体验等内容，具备完善的冷链仓储和物流设施，具有较强的供应链整合能

力。同时，项目积极融合智慧互联网农业，在实现“产销研用”一体化的基础上帮助农

户最大化发挥产业链的经济效益。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一）团队组成

 本团队是由相关领域专家和知名教授带领的华农学子组成。团队核心成员为农林经济

管理等专业的本、硕、博学生，成员重视乡村发展和热心公益活动。团队成员荣获“湖

北省青年乡村振兴先锋”称号。

 （二）志愿者管理

 本项目面向全校学生招募高专业素养和丰富志愿经验的志愿者，并将其按照个人专长

分入生产策划组、营销宣传组、财务组和后勤保障组。其中生产策划组负责活动策划和

配合指导老师进行现场柑橘种植技术传授；营销宣传组负责活动材料的收集和电商知识

的宣传；财务组负责项目资金管理和收支记录；后勤保障组负责志愿活动所需物资的收

集以及现场突发情况的应对。每次开展活动都按照严格的流程进行，保证志愿服务的顺

利展开。

 截止目前，项目已累计招募志愿者248人，开展志愿者培训15场。

 （三）活动开展

 1.柑橘品种推广活动：团队派遣柑橘品种研发团队前往柑橘种植村进行实地调研，根

据当地资源情况提供优质品种替代升级建议。

 2.种植技术传授活动：团队组建柑橘种植顾问团队前往柑橘种植村进行精细化、绿色

化、机械化、晚熟化的柑橘生产技术传授。

 3.师生实地调研活动：项目定期为师生进行农业企业管理和柑橘种植提供调研实践机

会。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本项目以自建的阳新县大明府家庭农场为基础和核心，针对市场上高端柑橘供给不足、

传统柑橘效益不高、柑橘产销周期不长、农户生态意识不足、产业链条开发不全等痛点

问题，探索出“教农户种-帮农户管-带农户销”的柑橘全产业链助农创业模式。

 1.教农户种。本团队重视柑橘品种的研发和苗株培育技术的开发，通过实地调研和技

术培训，将宽行密距、矮化树势的建园方式和种植技术传授给农户，帮助其解决“种什

么”和“怎么种”的难题。

 2.帮农户管。本项目追求种植过程和最终产品的绿色安全，联合华农柑橘质检室对种

植环境和柑橘产品进行定期检测，推广绿色生态、环境友好的创新种植模式，大幅度地

提高了柑橘的品质，实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向把控。

 3.带农户销。本团队除销售自产柑橘外，为农户提供代销服务，先按照柑橘果径对柑

橘进行分级，继而进行差异化定价。本项目已与黄石市地方企业单位、武汉邮政、农业

电子商务协会等单位合作，并在淘宝、抖音等平台开店营销，采用直销模式与经销商模

式相结合的复合渠道模式，实现线上线下全渠道同步布局策略。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一）存在的困难

 1.柑橘种植户思想落后：大部分农户适应于传统的小农种植，对于新技术、新理念的

接受意愿较低，进行技术、设备升级的意愿也较低，不利于柑橘新品种的推广和巩固脱

贫工作的实施。

 2.产业链覆盖范围有限：目前产出的柑橘大多作为初级农产品销售，而用作青柑茶等

深加工产品和用作采摘等农旅产业的发展尚且不足。

 （二）下一步打算

 1.增加知识理念宣讲活动。在进行实地指导之前，先在当地对农户进行必要的机械化、

绿色化、精细化生产的必要性和优势的宣讲，提高农户的革新意愿，带动农户增收更增

智。

 2.扩大覆盖范围，建立更多的标准化园区与试验田，围绕中高端市场定位，扩大全产

业链覆盖范围，依靠产品的高质量、精包装、全售后扩大市场份额，同时带动更多人就



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