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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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康行动—助力中药材赋能区域产业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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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至2023-08，共计24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本项目依靠所在学院特有专业背景，结合部分农村散状中药材种植户或其他具备药用价

值植物种植地缺技术、差渠道等实际困难，根据各类中药材的生长环境、用途及延伸产

品等情况，按照“三端、四体、五位”的思维格局整体实施推进“3+4+5”公益服务模式。

经充分调研论证，当前，本项目以重庆市云阳县江口镇、丰都县大城寨村、长寿区天星

村为试点，通过“聚焦中药材产业的前端、中端、后端，联合政府、企业、地方、学校，

促进产业、经济、文化、生态、组织”的“3+4+5”公益服务模式，立足试点地土地等资

源，结合实际情况，引导助力试点村种植或开发各类药材资源，实现中药材效益最大化，

进而助力中药材赋能区域产业提档升级。通过本项目团队的技术指导、渠道推介、产品

研发指导等帮扶措施的持续推进，丰都县大城寨村的大阪菊种植已初具成效，长寿区天

星村的枇杷种植及其药用价值研究论证已正式启动，极大程度上提升了当地村民的物质

生活水平，让他们在团队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双手来获取劳动果实。公益促进创业，

创业带动公益的公益格局逐步打开。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项目秉持“扎根乡村大地，深剖发展难题，借助团队专业优势，综合多方资源，凝练服

务模式，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宗旨，多次赴重庆市巫溪县、丰都县、长寿区开展调研，

总结出乡村发展四大类卡脖子难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本项目还受到社会媒体的关

注报道，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和“网红”效应，政府、学校及相关企业持续关注，为

下一步多方合作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主要成效有：为试点乡村引入中药材企业1家，

协助村民建立企业1家，带动就业500余人，签订校地合作协议3份，扩大药材种植2000亩，

挂牌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2个，开展大阪菊、党参等传统药材的种植培训活动10余场，

多方位实现了该地中药材产业化种植零突破。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技术保障。本项目团队依靠团队所在学院中药材生产与加工专业开展实施服务工作。

该专业是重庆市高水平专业群专业之一。专业涵盖了中药材种植与养殖、中药饮片生产、

中药提取与分离、中药制剂生产、药品质量检测、药品营销与管理、临床合理用药等工

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其中，团队周在富教授先后获得重庆市技术创新先进个人、

重庆市生物医药领域产业技术带头人、周在富药物制剂工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等荣誉称

号，为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2.服务保障。本项目团队以学院志愿服务队为基础支持，团队先后入选全国大学生科

技志愿服务示范团队、全国大学生结核防治宣讲团，基本一定的志愿服务能力。

 3.条件保障。学院现已建成药物制剂生产GMP车间、中药炮制实训室、中药智慧教室等

实训室，能开展中药炮制、加工、制剂实训（中药饮片生产；颗粒剂、丸剂、胶囊剂生

产等）、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鉴定等实训。同时，项目团队与重庆市药用植物

研究所、葵花药业集团重庆小葵花儿童制药有限公司、太极集团等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为项目实施的后端环节起到了支撑作用。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项目实施主体坚持建立党建引领、权责明确、监督透明、公信可靠的治理架构。健全项

目管理制度、完善团队会议模式，形成核心成员+后备成员的结构模式，从中药种植技术、

营销管理、组织建设、活动执行、宣传推介等视角出发，整合团队成员专业能力，实现

互补协同。团队具备较强的内部治理能力。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本项目一直秉持着“扎根中国乡村大地，深剖振兴发展难题，借助团队专业优势，综合

多方主体资源，总结凝练服务模式，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宗旨，多次带领团队成员赴

重庆市巫溪县、重庆市丰都县开展调研，总结出制约乡村振兴的四大卡脖子难题并提出

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坚持“三端、四体、五位”的思维格局，形成“3+4+5”公益服务模

式。其中“三端”是指聚焦中药材产业的前端种植加工、中端产品开发、后端产品销售；“四

体”是指联合政府、企业、地方、学校力量，形成多方联动局面；“五位”是指项目以

促进产业、经济、文化、生态、组织的和谐向好发展为目标。“3+4+5”公益服务模式，

旨在通过技术指导、渠道推介、产品研发指导等帮扶措施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一条

龙的中药材产业链，助力中药材赋能区域产业提档升级。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

 一是部分村民观念转变较为滞后；二是平台推进力量较为薄弱；三是多方融合力度不

够。

 下一步打算：

 1.整合各方资源，服务乡村经济振兴。加强中药材产业品种品质品牌建设；因地制宜，

招商引资，开展现代中药材产业园建设。

 2.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立足乡村，开展“乡村工匠打造”、“村

两委干部培训” 等工作；依托学校，创新中药材生产与加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将专业

认知实习、岗位实习、毕业生就业等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定期输入学生，实现乡村人才

供给的延续性。解决乡村劳动力短缺的痛点问题。同时侧面吸引外出青年归巢，返乡就

业创业。

 3.推进乡村文化繁荣，服务乡村文化振兴。通过参与创新创业比赛，大力挖掘、传承

非遗项目，设计适合当地文化的土特产品、村容村貌，发展繁荣乡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