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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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民族大学“红石榴”志愿服务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文化传播与旅游服务

项目实施时间 2017-11至2023-08，共计69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广西民族大学“红石榴”志愿服务项目成立于2017年11月，是以红色文化为依托、以社

会各界青年为主体、学生自发成立的社会公益组织。“红石榴”旨在培养一支理论素质

高、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优、工作热情高涨的复合型红色文化活动志愿者队伍，致力

于在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领域开辟一条自我造血能力强、可复制性强的红色文化传承志

愿服务道路，助力实现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红

石榴”项目曾获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西赛区选拔赛金奖、

第十一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红石榴”整合广西民族大学、红色文化促进会等多方资源，通过对接多个学校、多

个红色文化研究会、近百名革命老兵所在地，定期输送志愿者。项目团队深入广西14个

地级市、67个县级行政区，集合100余个红色革命纪念馆资料，近百名革命老兵故事，将

其进行创作、改编，以红色故事宣讲、红色舞台剧演出的形式，向民族基层地区传播，

实现红色文化进社区、进校园。目前，“红石榴”已取得“红石榴——党旗引领接力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硕果累累”、“广西红色纪念馆系列绘图”两个作品版权，三个作品版

权正在申报中。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一是立足广西，探寻纪念馆102个、老兵163位，团队足迹遍布广西14个市、67个县；

 二是进行红色文化作品创作，已获两项版权登记，已有原创红色动漫形象5套，共48个

作品，自主编排8个红色舞台剧、9个红色山歌片段、32个红色故事，进行了265次宣讲和

舞台剧演出，展演至今累计受众人数超6000人；

 三是团队的公益活动得到了中国日报网、新华社等各级媒体报道310余次，浏览量超五

百万；

 四是团队与多个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争取到政府部门支持与指导，获得全国首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的支持，同时，团队共推动建立6个志愿服务实践基地，

依托基地可开展红色研学等志愿服务活动。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红石榴”志愿服务团的运营保障由团队运营、资金运营、社会合作三方面组成。

 1.团队运营。团队依靠每年主要会员的招新更迭保持各部门管理人员的持续管理，志

愿者团队依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招募志愿者参与红色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2.资金运营。“红石榴”服务团用作志愿服务活动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

广西民族大学团委用于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经费；二是服务团与社会组织合作，承接政

府购买服务；三是服务团通过承接大学生创新创业课题、社会课题等课题研究获得项目

经费。其所获资金全部用于志愿服务活动，如志愿者开展社会实践，红色舞台剧排练所

需的专家津贴、道具购买，服务团主要会员前往各地收集红色文化、开展调查研究的食

宿路费，志愿者开展红色文化志愿服务活动购买的报销等。

 3.社会合作。“红石榴”志愿服务团与多个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签订协议，汇集多方

合力，邀请到多位专家组成“红石榴”志愿服务团的专家智库，为红色文化志愿服务源

源不断地提供了实践地和专业指导，如与国家首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签

订合作协议获得支持，依托研究基地承接红色研学，保证“红石榴”志愿服务团发展方

向。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红石榴”志愿服务项目于2017年11月完成构想并初步成立，2017年11月正式成立广西

首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研究会（简称：青研会）。依托青研

会，“红石榴”志愿服务项目正式成立并步入正轨。2017年11月以来，“红石榴”志愿

服务团共汇集多民族青年志愿者2000余人，始终致力于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

 “红石榴”志愿服务团共设宣讲部、实践部、志愿者管理部、宣传部、财务部五个部

门，每年招收主要会员共有40余人，主要用于统筹管理五个部门的正常运转。在主要会

员将志愿服务活动策划完毕后，服务团将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集志愿者参与志

愿服务活动，线上通过“到梦空间”、“桂志愿”等现有系统招收志愿者，线下通过在

校园、社会街道摆摊宣传进行招募。

 报名完毕后，将通过笔试、面试挑选志愿者，挑选完毕后公示志愿者名单。公示后，

将邀请与即将举办的志愿服务活动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教师对志愿者进行集中培训，培训

完成后以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式，派遣志愿服务团队前往各地开展红色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后期志愿者的管理依托线上“桂志愿”平台与“红石榴”团队纸质版登记结合管理志愿

者。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红石榴”项目致力于民族地区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为广西红色文

化传承与发展注入青年力量。

 一是创新公益模式。项目构建“寻、创、传、营”四大公益模式：“寻”是立足广西，

探寻四种红色精神；“创”是整合民族地区红色资源进行改编、创作；“传”是面向民

族地区基层，通过“线上＋线下”双结合模式，传播红色文化；“营”是项目运营，通

过多样化项目运营切实助推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

 二是拓宽传播渠道。项目强化与红色文化促进会等社会组织的合作，培养青年志愿者

承办红色舞台剧展演、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依托公众号、短视频等平台，创新性地建

构立体化红色资源传播体系，助力青年更好地自觉担当红色文化传承使命。

 三是打造具有可持续性的创业模式。项目扎根广西，通过强化与社会组织的服务与合

作并获取政府购买、学校团委社会实践立项、指导老师承接民宗委课题等方式获取创业

资金；通过课题调研、精品课程设计等形式对红色文化进行现实聚焦，推动红色基因深

植民族地区基层；培训红色研学导师，加强导师与实践基地的粘性，促进当地就业，形

成“学校+社会组织+红色研学实践基地”的合作传承链，打造优质红色研学产品，推动

红色研学旅游业的发展。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

 第一，本项目主要依托在校大学生的青年力量开展红色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由于大学

生学业规律，志愿者流动性较大，团队建设稳定性有待加强；

 第二，本项目红色志愿服务志愿者缺乏专业培训和专业活动组织、体制建设、团队运

行的经验，志愿服务专业化有待提高；

 第三，本项目的红色文化传播形式尤其是线下传播形式规模较小，志愿活动影响力仍

需扩大。

 下一步打算：

 第一，深化“互联网+志愿服务”，入驻“桂志愿云”等权威志愿者管理平台，多渠道

招募志愿者，健全系统完善的激励机制，建设数量充足、活力充沛的志愿服务团队，保

障志愿团队的稳定性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强化常态培训，邀请红色研学导师、高校教师等专家、学者、专业志愿者对团

队志愿者进行培训，充实红色文化志愿服务培训课程库，提升红色文化志愿服务专业化

水平；

 第三，培育服务品牌，拓展服务范围，积极寻找更多社区和机构合作，充分利用网络

新媒体平台，制定完善的“线上+线下”宣传策略，打造项目品牌服务活动，不断提升项

目传播力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