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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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医“乡”行——从健康扶贫走向健康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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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7至2023-08，共计85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红医“乡”行——从健康扶贫走向健康乡村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项目自2016年起扎根于辽

宁省贫困情况严峻的辽西地区，如：朝阳松岭子村、锦州义县双井子村等。项目初始以

村民健康为导向，联动农产自营、教育发展等多途径，与大学生双创结合，探索了一条

可持续、可复制的医学生志愿服务路径。至2020年“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项目开

始转型，重点打造“随访＋转运长期保障”爱心健康服务模式，服务对象主要针对孤寡

老人与留守儿童， 对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筛查及留守儿童关爱等方面进行服务。

补全村民慢病认知不足的短板，创造主动就医需求，同时设置急诊热线，及时协调转运

急危重症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尽可能减少疾病不良预后。 项目至今累计开展

近130余次科普，47次大型义诊并派遣支援当地县乡医院驻村诊疗，青少年眼底筛查2000

余人次，老年人白内障治疗200余人次。参与志愿服务人次12177余名，累计服务185.5万

人余次，留守儿童一对一帮扶70余人。团队充当桥梁，联系转运了急危重症550人次，捐

赠及增收价值超过3百万元，被评为国家级“健康扶贫青春行”专项活动优秀团队以及辽

宁省志愿服务优秀项目等。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已与省内6所高校和4所三甲医院合作，帮扶地31个村的危重症死亡率由68%降到31%，高

血压控制率由35%提升到78%。搭建规范化医学生公益实践基地，实现校地对接。近两年

参与学生及青年医生1170人次，形成医生基层临床实践教学平台。受到了包括《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辽宁日报》、中国青年网、学习强国等多家社会媒体的广泛赞

誉和好评。2022年该项目获得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大赛银奖，第八届中国国际“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在实践中孕育医学生人文情怀。同时随着项目的拓展研发，已建成以中国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为核心的多中心“防筛诊治康”全流程乡村健康服务网络。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制度建设：项目由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团委统筹管理，建立科学、规范、持续

的管理制度体系，包括构建志愿服务管理制度、培训制度和激励制度，项目资金管理体

系、项目运营架构及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制度，为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2.文化建设：每年开展三基三严知识竞赛与科普知识竞赛，培养健康人才为志愿服务

保驾护航，同时加大新媒体传播，多形式、多重点、多针对性的开展村民需要的志愿服

务，有效的搭建志愿文化服务平台。

 3.资源整合。人力资源：项目涵盖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临床医学专家志愿

者，与中国医科大学医学生志愿者组成了一支专业能力强，诊疗经验丰富、人员结构合

理的医疗团队。技术资源：本项目拥有辽宁省最为先进的医疗诊疗技术资源，定期开展

下基层医疗技术培训，选派医护志愿者下乡村医院提升乡村专业技术人员的综合诊疗水

平。资金资源：项目活动经费25万/年，中国医科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专项资金5万/

年，申请医疗专项扶持资金，获10万/年。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长期进行志愿者招募遴选。常态化线上线下招募具有医学专业技术，并进行注册、登

记、核实等工作。

 2.定期开展培训。开展志愿服务培训课程，内容主要涵盖专业技能培训，服务意识等，

旨在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用实践提升医学生的专业技能。

 3.建立常态化、科学化的团队管理。建立三级项目组织管理机构，成立项目管理委员

会、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三级管理机构，各司其职，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4.落实项目及检查验收制度。负责人互相交流探讨，进行项目策划、设计、实施和论



证。最后由项目管理办公室成员检查、反馈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同时结合

大学生创新创业为项目持续输入人才，团队也在中文心期刊发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医学毕业生下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撰写的《关于影响推进青年志愿者行为因素

与策略的分析》获得辽宁省第九届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年会优秀成果奖。

 5.建立保障激励机制。通过为志愿者购买保险、报销差旅、餐食以及补贴等形式，以

及对志愿者定期表彰、累积活动时长等方式，切实的对项目实施提供了保障。

 6.在“防筛诊治康”全流程乡村健康服务网络的建设过程中，团队在SCI中科院二区发

表一篇论文。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项目搭建“金字塔”式乡村振兴。双向驱动链：建设乡村振兴-医疗教育改革驱动链创

业模式。多形式实践造就医学复合型人才，人才反哺推动乡村振兴稳步发展。随着项目

的发展，团队采用随机多阶段抽样对农村空巢老人进行调研及Pearson相关性分析呈现随

着慢性病种类增多，空巢老人自我养老能力显著降低。团队会利用自身的专业技术与科

研能力，与基金项目联合对乡村流行病进行跟踪调查及为村民免费筛查。坚持公益的宗

旨，寻求政策、资金、学校、社会四方力量支持，助力项目持续实施。

 2.项目打造“科普＋义诊交替互促，随访＋转运长期保障”爱心健康服务模式，提高

村民对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易感性的认识，由被动就医转为主动就医。同时将优质医疗带

入乡村，解决当地诊疗水平有限，交通不便的问题，为乡村提供良好就医环境。同时慢

病建档长期随访，设立急诊专线，及时转运当地急危重症，进行全周期健康管理。

 3.项目持续维护互联网微信公众号和电子商务平台，着重打造“乡味果蔬”品牌价值，

京白梨、黄杏、香瓜、干豆腐等农产品销量可观，利用线上线下等多种途径解决了13个

乡村的果蔬销售。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留守儿童及空巢老人问题：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使辽西各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数

量迅速增加，长时间的空间分离导致老人的就医陪护和精神生活存在严重问题。且部分

空巢老人家中没有与外界联系的通讯工具。同时团队对3村346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发

现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存在着突出的情感及社会适应问题。团队将进一步完善

孤寡老人的疾病治疗体系，解决就医陪护缺失所导致的健康问题。在驻村书记协助下，

进一步完成孤寡老人的在册登记，并寻求社会支持提供空巢老人通讯工具。维护好急救

热线与心理热线，鼓励孤寡老人敞开心扉，减轻孤寡老人强烈的孤独感，形成长期的联

结沟通。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方面，团队按计划定期每两月进行一次心理健康讲座、进行

志愿队培训维持心理热线的运行、日常进行一对一线上线下随访关心孩子内心感受和心

灵成长，充当“临时监护人”中的一份子，作为留守儿童的情感补充，纠正认知偏差指

导亲子关系。同时以“传、帮、带”模式进一步完善志愿者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