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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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美计划——乡村文化共富志愿服务项目

申报方式 社会申报

项目类别 其它

项目实施时间 2016-10至2023-08，共计82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赋美计划”由浙江音乐学院“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领衔发起，以国家基层文化发

展需求为导向，以音乐文化为所长，当好乡村“文化管家志愿者”，以“艺术+集市”生

活季的样态，逐步形成从“送文化”到包含能人培育、市集创建的“种文化”。

  团队致力于解决乡村老人群体、留守儿童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品类少、质量低、参与度

不高的问题，以“造节”的方式将老人自种农产品、儿童手工制品引入集市，实现两个

群体再创业，促进村民经济增收。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一方面通过乡村能人培训，形成助推乡村文化发展公益主力，设

立乡村文化基因挖掘、民间文艺能人培养、基层文化品牌塑造、社区文化治理运营等四

套乡村文化发展公益组合拳，破解乡村文化供给侧改革，为基层老幼群体精神文化生活

氛围提升提供助力。另一方面在“艺术+集市”生活季中引入社会购买、企业赞助，社会

经费的涌入为团队提供运转的财务保障，实现团队公益创业营收。

 目前，“赋美计划”已在全国17个省份、浙江省11个地市广泛实施，并助推浙江省全

域“文艺赋美工程”实施。“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团队也已逐步向乡村文化共富的枢

纽型社会自组织转变，将公益创业体系化推进落地。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本项目高度响应国家需求和群众所盼，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着重聚焦公共文化建设，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要打

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赋美计划”聚焦老幼群体、围绕乡村文

化建设，开展公益服务创业。

 一是公益服务影响面深：项目共孵化“乡村艺术季”品牌30余个，一场艺术季的营收

中，政府服务采购约10万元，企业赞助6万元，用于团队在艺术季相关支出，实现团队自

我造血。

 二是项目共得到全国文旅部副部长饶权莅临现场指导，浙江省委宣传部等省部级领导

批示，获省委宣传部等省级政府工作案例收录6次，国家级、省市级媒体报道千余次，数

亿级全网关注。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 形成一支学科交叉、多元协同的志愿服务创业团队

 团队由全省文化和旅游系统“十佳志愿服务工作者”担任项目负责人，由全省教育系

统“最美志愿者”担任项目秘书长。团队核心志愿者跨专业品类全、文艺水准高，大部

分具备省学联干部经历，有着丰富的组织领导和创新创业能力。在浙江文化志愿总队的

业务指导下，团队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兄弟高校以及七彩阳光公益基金等社会组织

建立合作，为项目多元协同、团队扩容助力。

 - 依托新时代现代化音乐艺术大学学科专业优势

 依托浙江音乐学院学科专业优势，发挥好浙江音乐学院3个省一流学科优势，利用好23

个创研中心平台资源。

 - 形成一套规模化、全流程培训体系

 团队注重队伍建设，形成从招募、考核、培训、选拔、见习到上岗的全流程化培养体

系。年均志愿者数600人。

 团队提供科学化培养方案，现已初步形成文化礼堂以及文化阵地的运营标准（操作手

册）。



 - 具备一定的“自造血”能力

 团队设置“赋美计划”专项经费，经费设置专人专管。项目接受政府资金扶持，以及

企业和零散商家的赞助，近年来累计经费收入100余万元。截止2023年8月，项目经费结

余29万元。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自2016年至今经历“三段式”组织迭代。

 2016-2019建立文化志愿服务团队，深入基层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探索赋美乡村路径；

 2019-2023年，建立实践品牌模式，细化“艺术+集市”计划方案，逐步从浙江推广至

全国。

 2023年至今，申报成立“文艺轻骑兵”社会自组织，开启公益实创业模式，助推文艺

赋美模式逐步朝标准化、体系化、可复制化形式发展。

 组织架构：

 “赋美计划”主要由“文艺轻骑兵”志愿团队组织实施。截至2023年上半年，团队建

成有丰富志愿背景的核心成员38人，团队常驻志愿者600余人。为强化组织管理，团队建

立由项目负责人统筹的三级管理制度。

 组织指导：

 项目聘请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歌唱家等政界人士、艺术专家、运营专家分别作为

政策、思政、艺术、运营、治理等方面顾问，推动项目高质量发展。

 目前，已经开始社会组织注册流程。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项目聚焦艺集赋美，通过打造艺术节，丰富老幼精神文化生活，带动文旅产业发展，促

进地方文旅增收。为此项目提炼出“145”公益创业主营业务模式，为团队创业增收提供

系统化、标准化保障。

 1套标准化运营流程：以“文艺展演”和“能人培养”为根本，因地制宜打造“文化作

品”，助推“文化活动”形成品牌活动运营。

 4个文艺赋美实施角色：通过扮演好“新时代文化宣讲员”“乡村文艺能人教练员”“基

层文化品牌经纪人”“多元文化空间运营官”，建立基层文化项目管理规范，使服务技

术成为可持续服务产品。

 5位一体服务产品标准化输出：即从研（文化属性、文化资源）、送（文艺、技术、服

务）、培（乡村文艺能人、驻点志愿者）、创（文化作品、文化品牌）、运（文化空间）

五方面综合服务基层文化发展。

 目前借助“145”模式已打造如“衢州未来乡村艺术季”“德清全民艺术周”“慈溪花

田音乐节”等30余个“音乐+集市”活动，开展演出两千余场，公益美育及能人培训累计

超五千余次。项目实施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服务购买（占比53.35%）、社会捐赠（占比

13.67%）以及通过孵化民间艺术能人出圈共创（占比26.77%）等来获得一定收益，确保

项目长效运行。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未来，团队将在2025-2035年实现“三段式”发展。2025年，通过扮演好四个角色，培养

出一批乡村文化运营人，向乡村文化公益服务发展注入深层力量。计划培养民间文艺能

人200人，派出驻点指导员300人次，年度开展惠及老幼文化活动1000余场。2025年到2035

年，扩展一套乡村文化公益创业样本，带动更多群体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中来，发挥公

益主动性，建构地方文化空间、文化礼堂以及文化阵地的运用标准，以及操作流程手册

来保障活动的顺利进行和文化品牌的有效传播。2035年，打造一系列文艺赋美助推文化

共富的典型样板，从公益到创业，再到回归公益，“赋美计划”将乡村文化发展向纵深

推进，计划引入国际级、国家级师资力量，打造成更精准、更多元的乡村文化运营体系，

使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填补、经济发展有依托、文化发展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