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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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的渝小安——青少年安全教育计划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关爱少年儿童

项目实施时间 2020-03至2023-08，共计41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行走的渝小安·青少年安全教育计划”是由重庆上善青少年安全教育发展中心

（以下简称上善）“青少年安全教育护卫队”发起的青少年安全教育普及志愿服务项目。

项目打破固定场馆建立投资大、周期长、灵活性差，覆盖面积小等不足，以困境青少年、

留守/流动青少年为基础服务对象，其余青少年为扩展服务对象；采用“移动式、阶梯式、

主题式、体验式”公益服务模式进行安全教育普及；通过“趣味知识讲座、欢快课堂互

动、愉悦技能实操”的服务内容进行寓教于乐教学，从而促进青少年提升安全防范意识

及掌握安全自护技能，达到培养青少年独立面对突发事件自救与自护的能力，从而降低

青少年意外伤害及安全事故的死亡与致残率。

        项目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以困境青少年、留守/流动青少年为服务对象

的“山城关爱困境儿童”项目；第二板块：以困境青少年、留守/流动青少年家长为服务

对象的“山村应急守护员计划”项目；第三板块：以青少年为服务对象的“安全教育守

护成长”“小小安全官”等项目。通过不同服务人群、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进行精细

化调研，打造针对性的课程内容，系统地助力青少年健康安全成长。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1、社会参与度高：项目累计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服务1000余场，累计服务5万余人，受众

群体15万余人，社会参与度高。

 2、可持续发展：①重要性：安全教育是国家重视人民需要的一个社会难点。青少年安

全教育更是一项重要且需要持续推广执行的任务，它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是防范和减少事故和灾难发生的重要手段。②可持续性：阶梯式教育课程是针对不同年

龄段的青少年和0-5岁家长设计的安全教育内容，只要有新生儿，我们的项目就可以一直

执行下去。

 3、提升社会责任感：项目招募200余名志愿者参与，培养并增强社会责任感，促进个

人技能提升和自我能力提高。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人力保障：上善现有专家督导团队3人，专职工作人员8人，其中包含管理人员3人、

专职教官4人、宣传人员1名，兼职教官28人、财务人员1名，从专业监管、专业支持、专

业服务、宣传规范、财务管理等五方面配备人员，在人力资源方面保障项目正常运转。

 2、物力保障：由上善中心统筹，根据项目方案配置，主要装备为汽车2辆（其中青少

年安全号大型安全教育宣传体验车1辆，含全套直播设备一套）、教学气膜2套、预防溺

水教具1套、交通安全教具及卡片2套、急救教具1套、消防演练教具1套、宣传物料1套、

宣传册和安全包若干套以及其他配套物资。

 3、财务保障：财务人员按照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要求制定财务管理制度，规

范项目收支，保障项目经费的合理使用，确保经费使用合法、合规和公正。

 4、宣传推广：为了获取更多的关注度、参与度和支持度，上善在各大平台建立社交媒

体账号（微信公众号、微博、今日头条、人民号等）、制作宣传材料、参加公益展示活

动等，还与多家主流媒体达成合作。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建立良好组织架构：理事会3人，监事1人，并设置五大部门：社会事务部、课程研发

部、项目管理部、公益志愿部、综合管理部，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2、建立志愿者管理机制：建立志愿者遴选、注册、培训、服务管理、考核评估、激励

保障等志愿者管理机制，有效推进志愿者服务工作，提高志愿者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3、良好制度与文化建设，制定志愿者管理、志愿者激励及项目申请登记等制度同时，

不断宣传志愿文化，浓厚志愿氛围，促进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



 4、建立民主沟通机制，及时与参与人员进行沟通交流，分享经验和解决问题。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线上筹资型：通过在腾讯公益平台发起“行走的渝小安·青少年安全教育计划”主题

活动，各大慈善基金会认领，爱心商家或爱心人士捐款的形式进行募捐，然后根据募捐

进行活动执行与反馈。

 2、政府采购型：通过参加“安全教育类目”政府竞标或者专项采购项目形式开展活动。

 3、服务造血型：商企采购“安全教育类目”专项活动，上善提供专业服务，比如为商

企开展安全教育亲子类活动，不仅传递企业对员工及其家属的关爱、凝聚了企业员工，

还让亲子家庭学会了安全自护技能。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

 1、项目资金的筹集难度较大。

 2、部分兼职教官和志愿者难以持续性参加活动，缺乏可持续的模式和机制。

 3、部分兼职教官和志愿者素质不高。

 下一步打算：

 1、建立更多的筹资与宣传渠道，扩大项目影响力，吸引更多的资助机构、月捐人员及

志愿者。

 2、加强培训和考核机制，提高兼职教官和志愿者的素质和工作效率。

 3、探寻可持续的项目模式和机制，确保项目能够持续发展。

 4、加强与相关机构/基金会的合作，争取更多的资源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