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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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兴乡村，益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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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7至2023-08，共计25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菌兴乡村益路同行”项目是我协会策划的一个乡村振兴类公益创投项目，该项目的服

务对象主要针对全县失业农民工、残疾人、返乡大学生、农村乡土人才等需求群体，项

目主要内容是以党建引领、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撬动产业振兴。以技术培训、

生态种植模式推广指导的方式在全县相关产业村，围绕“人才培养、组织保障、生态实

践、文化科普”等多个方面的需求，计划实施60场公益性服务，针对当前农村人才缺乏

的问题，为全县培养80-100名乡村振兴人才。针对当前农村秸秆焚烧造成环境污染等难

题，帮助四个示范创业基地改变传统产业结构，打造生态循环种植模式，推广秸秆综合

利用，发展特色产业，保护生态环境。通过项目的实施，为大家带来新方法、新理念和

新的生产经验，并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从而达到菌兴乡村的最终目

标。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服务进行签到建档，建档直接受益人数360人次，志愿者服务达180人次，回收属地监管

单位服务评价反馈意见书7份。

 有针对性的进行培训，对服务对象技能提升和创业发展培训针对性强，对生态实践模

式和循环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科普理论宣传效果显著，小组实践活动成效显著，组织活动

为项目提供了保障。

 大型活动效果显著，反响强烈，既有各部门领导到场讲话动员，又有媒体报道宣传，

还有专家授课，生态实践活动丰富多彩、专业性、针对性强、延伸服务范围广，使2个镇

及100多名创业对象和4个特色产业基地就业员工直接受益，公益效果反响强烈。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庐江县食用菌协会，主要从事食用菌技术开发、开展科技、生产培训、社会公益服务活

动。协会办公地址位于庐城镇连心扶贫产业园，场地办公设施齐全、配套资金充足，拥

有一支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团队。协会成立以来，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

紧紧围绕“为全县社会建设与发展服务”的宗旨，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注重社会效益。

 在过往的工作中，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科普惠农、扶贫助农和乡村振兴方面的经验，先

后多次完成县科协、县农委下达的科技扶贫工作任务。我们还成功地承办了县民政局下

达的第一、第二、第三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夕阳红 幸福梦”、“暖心扶贫助农

公益行”项目、“菌兴乡村益路同行”项目、2022年合肥市“放飞童心畅游神奇的蘑菇

世界”、2023年合肥市“菌兴乡村益路同行”创投项目，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项目的实施具有强有力的保障，在项目的管理方面按照民主决策方式进行，所有重大活

动都接受项目领导小组成员的建议和指导，具有完备的民主决策程序。在财务管理方面，

1、是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办事，每个活动做到有预算有计划，记录开支情况，每月复

核，与参加人员核对；2、财务审核，实行审批制度，所有经费必须报批，各种报销凭据

做到齐全，由经办人签字，秘书长审核，会长审批报销；3、是聘请专业会计做好收支财

务，每月公布收支情况，随时接受对项目的审计、监督。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庐江县食用菌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但在快

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产业结构配置上的不合理，出现平菇、香菇、木耳等常规品

种市场竞争过大的问题。而近年出现的人工产业化规模化种植的羊肚菌、黑皮鸡枞、秀

珍菇、灵芝等珍稀食用菌前景被广泛看好。本项目旨在为我县创新性引入多种珍稀食用

菌栽培技术，发展珍稀食用菌生产基地，调整我县食用菌种植结构，实现我县食用菌产

业的健康发展，从而进一步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生态循环产业种植模式，食用菌栽培过程综合利用大量的农业废弃料（农业秸秆、棉



籽壳、玉米芯、木屑等），同时食用菌栽培过程中产生的菌渣营养丰富，加工后可以制

备成土壤改良剂，为循环利用产业资源、拉长产业链条，促进生态农业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当前农村实用人才对创业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从认知基础来看，缺乏对创业发展的科

学认识，从人力基础来看，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智力支持，从社会基础来看，缺乏社会心

理的普遍认同，认为谁创业谁得益，事不关己的大有人在，这些因素都严重的制约了农

村基层实用人才的创业发展。因此建议应当从政府资源整合、社会广泛支持、实用人才

培养等多个方面来建立创业需求人群的社会支持系统。要以公益创投项目的开展为契机，

为农村实用人才提供更多的物质、精神、技术上的支持和帮助，通过农村使用人才创业

来带动就业。要在培育上求突破，以公益创投项目为切入点，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只要我们做到持之以恒，恒之有效，极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持续运作的模式，即使创投

支持结束后，也有可能争取到其他社会资源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