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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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浆心独运—新生代非遗工坊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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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至2023-08，共计62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浆心独运-新生代非遗工坊助力乡村振兴”为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本草染织”

志愿者服务项目，该团队指导老师为非遗 “芜湖浆染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同时也是学

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教师，从2018——至今团队一直以“生态染织”主题，先后助力

甘孜州理塘县单亲妈妈文创扶贫、芜湖市聋哑职业学校《芜湖浆染技艺》课程开设、芜

湖市南陵县家发镇红旅研学及非遗文化工坊建设等项目，积极利用高校资源推动文化产

业赋能乡村振兴建设。

 团队以高校为基点，携手芜湖市民间艺术家协会，根据每个乡镇特色，配合地方政府

设立非遗文化和旅游类实习、实训基地，非遗文化、技艺实践工作坊，推动师生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进行实习实践。2023年9月南陵板石岭千年丹桂艺术节，团队将村里闲置的

民宅成功转型为“当代非遗艺术工坊”，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拍照打卡，称其为“化腐朽

为神奇”。

 团队将会进一步挖掘和活化乡土文化资源，充分借助高校及社会力量，盘活乡村闲置

建筑及设施，充分将非遗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吸引更多Z世代青年加入非遗文化

的保护和传承行动中，形成农商文旅融合的新业态、新场景，为古村落、传统文化注入

新的活水。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目前，项目已开展劳动实践课程416余节、公益课程60余次、科普及文化交流活动30余次，

服务人数超50000人，志愿服务时长超3500小时，并在校内外建立非遗文化基地3个，先

后获批“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科普教育基地”、“安徽省科普教育基地”，与当地乡镇签

订产学研合作项目10万元。团队成员历时五年，帮助甘孜州理塘县开发藏区特色妮热产

品，600多名单亲妈妈们实现月收入由2000元到3500元的提升；2020年至今，共有42名特

殊学生在公益课堂中学习非遗手工技能；同时采用 “非遗+”志愿服务新模式，发挥校

地协同育人功能，先后获省级以上奖项10余项，团队事迹受到中国青年网、学习强国等

多家主流媒体报道。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多方合作：团队以非遗“芜湖浆染技艺”为核心，携手芜湖铁画、章氏女红、芜湖锔

瓷等30多项非遗传承项目在周边乡镇组建“非遗特色工坊”，开设系列非遗技艺研学活

动。同时与立早慢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者山文创等公司合作，开发系列文创产品以确

保团队的正常运营与发展。2022-2023年团队设计研发的大展宏“兔”系列香囊，给立早

慢慢线上线下店铺带来150余万的营业额。

 2、营销策略：随着国潮兴起，给消费者带来一种新锐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方式，同时为

品牌塑造带来了新的灵感。团队以年轻大学生为多，使用跨界营销策略，通过当下流行

的盲盒等潮玩载体，打造真实、可感、可触、可得的IP形象，不断打破、重构传统文化

感知。通过IP衍生方式，实现与香囊、文具、茶叶等常规跨界文创产品的品牌“CP”引

爆策略，逃离“中老年危机”，实现品牌年轻化。

 3、公益服务：2021年至今团队志愿者每周在芜湖市聋哑职业学校教授《芜湖浆染技艺》

课程，在教给特殊群体学生技艺同时，也不忘解决他们毕业后的就业问题。未来在乡村

非遗工坊中，我们会为这些特殊的孩子开辟一片属于他们的小小天地，让他们用自己掌

握的手艺技能、真正融入社会这个大群体。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团队协作机制：团队立足团体动力学，共同打造传承、研究、创新、设计、成品、宣

传为核心的协作方式，依托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和各乡镇非遗艺术工坊，培养一

批专业能力强、知识水平高、团队协作能力较强的人才。

 目前，本草染织团队有几十余名专职及兼职咨询专家。学生团队跨三个学院，人员结

构合理，知识储备充足，尤其在产品研发设计方面突出。团队积极贯彻落实“紫云英”

人才培养计划，建立师生共创奋进模式，由芜湖浆染非遗传承人、顾问专家、专业学生

等组成青年潮流发展和技术研究务实代表团队，不断注入新生活力，并拓宽人才招募渠

道，与各个非遗项目传承人联合治理组织建设，力争上游，在多方专业指导合作下，打

造更加完善的组织体系。

 2、人才计划的实施：团队2022年成立了芜湖浆染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成员主要以已毕

业和在校的学生为主，实施绩效评估与培训选拔，引导培养出团队需要的人才。采用职

能型组织形式，团队经营的每个方面按其主要职能进行分组，由团队队长监督各部门组

织工作，保证各个部门相互配合，完成团队的整体运转。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青年创造活力盛：项目公益创业模式引入了“青年操作+艺术融入”的全新理念，在

借助地方协会、企业等传统资源实现物质帮扶的同时，巧妙的依托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

装学院服装专业青年大学生，将芜湖浆染非遗艺术创新形式、创意展示、创造转化的融

入到公益项目的每一个角落，彰显青年大学生非遗文化传承的使命与担当。

 2、专业研发力度大：团队利用三年的实践累计和技术提升，快速实现研究、设计、生

产、传承、创新、宣传、发展等创业模式，研发设计了植物热转印、蓝染、茶染、泥染

等高级定制服饰产品、小众热销的文创产品、独具匠心的植物染色织物面料小样等。目

前，团队拥有五项发明专利，为产品在市场化竞争中保驾护航。

 3、综合运营管理能力强：团队公益项目资金用于聋哑职业学校、青少年研学志愿服务

活动中，推进中小学美育教育、大学生劳动素质教育、公益专项培养计划、远程援藏扶

持公益事业的进程，实现助人自助，让本草染织成为芜湖浆染的代名词，将社会价值与

经济价值创造性的融合，在保证不偏离公益性的同时，让团队拥有更多资源和能力从事

公益服务，并不断发展优化自营基地和推广流程，将品牌打造成行业领先品牌，引领社

会文明新风尚，凝聚传播社会正能量。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一是整合资源，加强招募，扩大志愿者队伍建设。目前团队志愿者均来自安徽工程大学

的师生。接下来将发挥高校资源和优势，与地方政府联合加强招募和培训工作，吸引基

层更多群众参与志愿服务。建立健全的志愿者培训和支持体系，包括定期培训、经验分

享等，提升志愿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形成有计划的、规范的工作形式，保证志愿服务

的高质量。

 二是规范制度，完善体系，实现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团队是非营利属性组织，缺少

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资金链。团队日常的活动、培训、管理缺乏稳定必要的经费等物

资支持，限制了志愿者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的提升。接下来团队将规范并完善志愿者管

理制度和分工体系，明确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为团队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支持。

 三是多方联动，深度融合，非遗文化为乡村振兴赋能。将非遗文化精神、人文情怀融

入乡村旅游中，建设“一村一品”非遗文创工坊，实现非遗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创新发展。

通过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耕乡村旅游产业，让乡村旅游不仅能欣赏自然风景，更能

品味风土人情。打造可复制、可传播的教研产创融合创新文旅孵化基地，走具有中国特

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