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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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山新农计划——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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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至2023-08，共计26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团队招募生源地大学生志愿者，扎根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行走于700亩山间天地，联合20

余家合作社，走访300余户村民，现场考察、针对痛点、发挥专业所长，开展志愿服务，

以第三方介入帮扶的形式参与当地火麻产业。制作工艺上，引进巴马火麻油榨取技术，

帮助当地农民提升火麻油加工工艺水平；产品设计上，依托当地民族文化，设计独具特

色的火麻油外包装；并研发火麻新产品；创建相关媒体账号，入驻中国社会扶贫网，助

力火麻农产品广销，获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项目自 2021 年末实施以来，已经带动当地就业人数 300 余人2022 年全年带动长宁村

集体经济获利 20.53 万元，先后有 400 余名在校大学生返乡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志愿服

务。借助大学生志愿服务模式推动关山地区社会文明、民生福祉、农业发展等方面作出

了重大的贡献。服务期间联合 20 余家合作社，覆盖 300 余户村民。

 项目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西北师范大学校

级赛二等奖、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

道国家级铜奖，获得天水市人民政府报道一次，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报道三次。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文化建设：项目将“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想法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改正错误，收获

经验，为实现助农致富而不懈奋斗。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项目运营，使得产出、盈利、

壮大 等循环模式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不是让助农致富脱贫昙花一现。不仅要改变现

状，还应该维护、合理使用并且提高产出技术、支撑着生态压力、经济压力等，不仅在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下帮助农民，更综合考虑其发展为可持续、可长期的项目。

 组织建设：志愿者团队分为五个小组，第一小组为志愿服务组，主要负责高校与政府、

农村工作对接与志愿服务的实施开展；第二小组为产品研发组，主要由化学化工学院同

学负责产品研发与技术培训指导等；第三小组为产品营销组，主要负责营销平台的搭建，

自媒体宣传视频的制作，以及快手、抖音、公众号等运营；第四小组为实地调研组，主

要负责时间考察、走访农户、实地帮扶；第五小组为财务管理组，主要负责团队项目财

务分析以及集体经济分红。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招募遴选：普通志愿者主要来自乡村地区的生源的大学生，占80%以上。专项志愿者依据

专业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招募工作，如产品研发、化学萃取、播音宣讲等方面。

 组织培训：分层次、多元化开展培训。一是基础培训。培训目标是提升志愿者的基本

素养，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乡村振兴政策解读、志愿者精神与素养、志愿服务基本技能与

注意事项、志愿服务信息化操作等。二是专项能力提升培训，主要是志愿者服务能力和

技巧的培训。培训内容为志愿宣讲、志愿服务礼仪、农户走访志愿服务技巧、新闻写作

与摄影等。

 宣传推广：团队与兰州市屿空间文化传媒公司建立合作关系，进行网络广告的投放，

由专业团队进行硬广告投放、软文营销等，进一步维护志愿团队美誉度。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项目的立足点为助农致富，响应乡村振兴的号召，奉献青年学子的力量。本项目号召大

学校园里的人才学子，各扬所长，成立专业团队，通过发挥人才优势、高质量教师指导

优势、学术优势等，将理念落入实践，达到知行合一。本团队初期走访张家川回族自治

县，通过当地特色农作物——火麻，衍生生产出火麻食用油、火麻精油、火麻保健品等，

以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各类产品进行生产、加工、销售、盈利，盈利金额将较大比例分红

给当地农户以达到改善农户生活质量，提升农户经济水平。中期以升级细化产品，进一

步巩固助农脱贫的成果，在团队壮大过程将公益助农脱贫的理念贯彻始终。在项目进展



后期，依然继续完善前期成果，将生产、加工、销售的各环节深化、优化，让项目继续

发展，进一步带领村民们走向富裕。

 项目通过信息化手段将“互联网＋”与农业进行自主结合，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创

建农民自主自营的农产品品牌，打造自营品牌，增长农产品产业链，有效地提升产业附

加值，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同时构建“高校—乡村”一站式、一体化志愿服务帮扶平台，

大力推广高校乡村振兴新模式，将青年一代的志愿服务推广至更大范围，提供更多参考

指导给新农人，将青年一代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经过团队实践，我们项目还存在以下困难：

 （1）技术设备缺乏：项目团队在带货过程中缺乏相关专业设备，需采购相关直播设备

以此提高带货效率。

 （2）宣传问题：项目团队在宣传方面成立了相关的宣传小组，但因技术有限，未经过

专业培训，尚不具有成熟的媒体推广能力。

 未来本项目将不断扩大成员队伍，招募各种专业的志愿者人才，补齐团队短板，促进

项目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付出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