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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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沼——光沼互补赋能乡村振兴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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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至2023-08，共计36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沼气是清洁的绿色能源。我国领导人一直关心沼气能源行业发展，关注粪污资源化利用。

沼气发展、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团队积极响应“双碳”政策，依托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向种植、养殖业发达的村集体

提供光沼互补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清洁能源互补持续利用和农业废弃物循环高效利用。

核心技术一是光沼互补发电技术，历经近2年的设计研发和产品的迭代更新，通过互补技

术、多元负荷预测技术、协同优化运行技术，实现区域内用电自给自足、365天24小时不

间断供电；二是在线监测技术，实时监测沼气池发酵状态及区域设备运行状态，实现综

合分析、智能告警等功能；三是沼渣处理技术，实现沼渣肥高效制备，构建沼气生态循

环模式，助力国家“农药零增长”行动。目前已获16项专利。

 团队以解决沼气池产气率低、使用效益低下为使命，为推广“沼气助农”提供一站式

精准服务。累计帮扶种植农民增收160万元，壮大村级集体经济60余万元，协助巩固脱贫

成果108户，推动构建20个果蔬种植基地。阜平县示范项目持续年发电量为116500kw·h，

有机肥年产量为4800吨，年减少农耕成本219111元，年减少碳排放量120吨，获得高度评

价。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项目广受好评。团队2023年上半年已与7地村委会签订合作协议；此外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网外聘专家获得者给予高度评价。团队事迹被中国共青团、中青报等媒体聚焦报道。

 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以丰达养殖场为例，年处理粪便量为370t，年发电量

23000kw·h，年减少燃煤量7.3t，年减少碳排放量23.9t。累计协助提供绿电102万千瓦

时，帮扶10余村种植农民净增收160万元，壮大村级集体经济60余万元，协助巩固脱贫成

果108户，推动构建20个果蔬种植基地.

 教育引领作用显著。项目获第十三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国家级银奖，社

团获评河北省高校“活力社团”，核心成员多次获评省优秀志愿者。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建立合作共赢的伙伴网络。团队与零件供应商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对上游外包建设厂

家进行项目招标，对下游欠发达农村地区村集体、养殖场出售“沼气助农”一体化解决

方案。目前已签订代加工协议1份，设备改造协议2份，养殖场改造合作协议11份。

 2.整合资源能力较强。团队整合多方资源，组建了“专家+志愿服务团队+当地服务组”

三级科技服务网络，目前已吸纳50余名专家教授，组织1000余名本硕博在校生，服务10

余村，协助培训1500余名农业技术人员，获得高度评价。

 3.资金使用合理。团队聘请专业财会人员对项目账目进行管理。前期资金由政府扶持、

学校提供、各大比赛奖金以及通过设备、服务、副产物回收等获得的盈利组成。目前项

目资金结余25万元，预计今年收入45万元，保证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4.项目可持续性强。技术方面，团队积极响应“双碳”政策，依托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进行核心技术迭代更新。团队方面，团队通过志愿服务事迹分享等方式，依托学校志愿

服务中心，招募志愿者下乡开展科普培训，保障团队的可持续性。未来，我们将采用市

场拓展与服务升级双管齐下的发展规划，因地制宜打造地方特色能源协同互补方案，完

善沼气服务“全链条”。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组织治理规范。团队邀请校团委书记担任指导老师，统筹、协调校内外资源，指导项

目规划顶层设计和建设实施。设立了一整套依法、规范、科学的管理机制，包含财务、

人事、活动、研发、宣传等各方面。团队定期邀请校内外志愿服务专家开展培训会，每

年成立专项社会实践队，并邀请社工专业及电力相关领域青年教师担任带队老师，实现



了志愿服务专业化、常态化。

 2.核心成员专业能力互补。团队共有5个核心成员，包括电力、动力、经管、环工、自

动化等专业的本硕学生党员，核心成员稳定，专业能力互补协同，相关知识储备丰富，

公益实践经验足。团队获全国高校“优秀学生社团”、河北省高校活力社团，成员获国

家奖学金、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荣誉。

 3.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团队建立了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从招募到注

册、培训、服务、激励，环环紧扣，严格把关。同时设立了一整套财务、人事制度规定，

持续增强组织治理能力。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项目模式清晰。以团队为核心，通过校企合作整合多方资源，高校支持指导团队，团

队与企业达成战略合作，为村集体提供设备销售、技术培训和科普服务，并对其进行专

利授权指导其高效制备沼渣肥。在当地，通过激发村集体的内生动力，村集体牵头、合

作社参与，形成了从种植到养殖到又回到种植的农业循环产业链，构建了以沼气发电为

内核的生态循环圈，提升农业循环产业链韧性。通过打造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使帮扶工

程得到可持续性的保障。

 2.高质量产品配套优质服务。团队创新性地提出“沼气助农”一站式精准服务模式，

基于客户的不同业务需求，设计出四种服务方式：整套产品销售、产品定制、产品改造

和培训服务。通过技术引领多元联动的模式，为农户提供从产品研发到技术服务、科普

宣传，全方位、全过程的服务，赢得地方政府信任、农民信任。同时设计了三年无息分

期付款的模式，在保障团队自身运营的情况下，减轻农户压力。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当前存在的困难：

 1.目前主要为线下推广销售模式，线上销售渠道仍处于建设初期，推广能力较弱。下

一步将采用微信公众号、小红书、抖音全平台推广，打造多维营销矩阵，构建信息发布

的流量池，多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扩大平台获客量，实现销售引导、品牌传播、活动促

销的最大曝光，最大限度缩短营销周期，降低营销成本。

 2.用户黏性仍需进一步加强，服务质量还需改善。下一步将提升服务品质，构建更完

善的产品研发-使用-服务与反馈网络，树立农户愿意相信，社会人士愿意关注的品牌形

象。同时提供高附加值的捆绑式、一站式、精细化服务，长期跟踪、免费检修、质保期

内零件免费更换，及时解决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提升客户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