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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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信封乡村儿童心理陪伴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关爱少年儿童

项目实施时间 2008-09至2023-08，共计179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提升乡村儿童心理健康水平，预防乡村学生极端个案，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工作

之一。针对乡村儿童心理健康建设，为贯彻落实教育部连续颁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

康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蓝信封专注于乡村儿童心理成长，精准聚焦青春初期

（10-14岁）的乡村儿童，主要覆盖河南-湖南-湖北-四川-广西等留守儿童大省，重点服

务留守儿童比例高的学校。

 项目通过招募和培训志愿者，通过考核的通信志愿者与乡村儿童一对一结交笔友，持

续通信一年半，构建起朋辈关系。志愿者扮演“树洞”和“笔友”的角色，为乡村儿童

提供心理陪伴和社会支持。活动鼓励孩子在书信中表达倾诉、梳理自我认知，关注孩子

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困惑及问题，预防极端心理和问题行为的发生，并为孩子树立求学榜

样，引导其健康快乐成长。以社会工作领域的“助人自助”理论为基础，强调乡村儿童

和青年志愿者的共同成长。

 荣获国务院扶贫办颁发“志愿者扶贫50佳案例”（2019），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

等颁发“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2021），在CCTV1、人民

日报、南方周末等主流媒体均有报道。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效果一：项目具有一定规模化水平：

 覆盖全国26省市，35个县域政府合作，服务893所乡镇学校，11万名乡村儿童直接受益。

发展20万名志愿者参与，来往信件达到101万封。

 效果二，促进乡村儿童心理发展：

 心理学上显著提高孩子的亲社会行为和支持利用度两个因子，有效改善乡村儿童心理

状况。项目预防/报告了上千个极端个案，包括家庭暴力、校园暴力、自杀自残等极端行

为。截止目前300+名曾通信孩子长大后，上了大学回到蓝信封做志愿者。

 效果三，对参与服务志愿者的双向成长：

 志愿者在陪伴孩子的同时实现自我成长，表现在社会责任感增强，以更多的身份参与

公益服务（比如参与服务后的25%志愿者转化为蓝信封月捐人）。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专业的专职工作团队：

 在20人的全职团队中，含1名博士6名硕士。具有来自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

辅仁大学，来自心理学、社会工作、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人员。

 2、经费健康、可持续

 2022年，机构总筹款519.5万元，较上一年增长55%。

 一方面，搭建月捐人服务体系，占比60%。80%的月捐人来源于参与项目的通信志愿者；

另一方面，继续开展多元化筹款渠道，围绕企业、政府、基金会和众筹平台等渠道运营。

 3、稳定的政府合作、企业合作和高校公益社团合作

 通过县域模式，和35个县区教育局/共青团/民政局合作，覆盖县域893所乡村学校。通

过和全国的250个高校社团/企业合作，招募高校大学生和企业员工成为通信志愿者。

 4、标准化的通信流程

 一名乡村儿童结对一名志愿者，每月通信一封信，固定通信三个学期。

 5、数字化体系的风险管理机制

 依托“蓝信封邮筒”数字平台，开展同性别同质配对，采取线上系统书信中转传递，

开展全面信件监测，通过红黄绿灯三级机制进行个案识别、建库、输出和转介。通过严

格的前端考核机制把控志愿者质量、信息化手段监控通信内容。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党建引领

 为加强党建引领，机构于2020年12月底召开理事会表决同意申请成立独立党支部，并

积极筹备独立党支部事宜，成立党支部筹备领导小组，正式向办公室所在街道提交成立

独立党支部申请。2021年1月6日，机构获得中共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道工作委员会独立

党支部成立批复。

 2、法人治理

 全面落实法人治理，严格遵守章程的制定、修改及核准程序；机构名称、业务范围、

住所、开办资金、法定代表人等变更，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并做好备案；有完整

规范的职工大会制度，并定期开展会议；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建设，理事会、监事会尽责

履职；法人资格健全，登记和备案手续齐全，按时开展年度报告工作；重大事项均经民

主程序决策。

 3、财务规范，信息公开

 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日常运作遵循制度，管理规范，核算执行《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照章纳税，配备专职的会计和出纳，资产管理、票据管理规范，资产规模逐

年增长，每年开展内外部评估和审计，按期向各个管理部门和理事会递交财务报告，在

官网、官微等各公开渠道及自媒体实施信息公开。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回应社会问题

 处于青春期初期的乡村儿童，是心理风险爆发的最关键的年龄段。青春期初期乡村儿

童心理变化大，是亲子沟通问题集中爆发的时候；学业压力剧增，容易诱发厌学；开始

住宿生活，面临和同学朋友相处的烦恼，需要适应新的环境。

 面对困难时，乡村儿童难以得到及时指引和有效帮助，容易导致其归属感和安全感下

降。在青春期初期阶段给予青少年倾诉、沟通和引导渠道，搭建一个可以给予归属感和

安全感的长期关系，尤为重要。

 2、商业模式

 蓝信封志愿服务的闭环体现在“1+1+1”项目模式：以书信项目为核心服务产品，动员

社会力量参与。基于把书信项目比作一座桥的设计，一位需要帮助的通信儿童，加一位

写信的志愿者，再加一位支持项目开展费用的月捐人/捐赠方。

 学生在桥的一端，志愿者在桥的另一端，他们都想走到对岸；

 捐赠人则代表这座桥的付费方，其费用用于购买建桥物料，及支付施工队费用；

 蓝信封是搭桥的施工队，蓝信封跟随国家乡村振兴大计，由地方政府发布具体建桥任

务，蓝信封认领建桥任务，然后受付费方（捐赠人）委托建桥，并对桥梁的持续运营负

责。建桥的数量和速度的瓶颈，实质取决于付费方的购买能力（蓝信封对捐赠方的动员

能力）。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1、内部困难

 教育局和学校很关心青少年健康问题、学生自杀率问题。随着学校和儿童的覆盖量增

加，蓝信封筛查出的极端个案数量也相应增加，如乡村儿童自残自杀、面临校园欺凌等

极端危机情况，但蓝信封无法直接做危机心理干预。

 下一步打算：项目定位为普惠型的项目，所有乡村儿童有需求皆可以参与，提供针对

每位儿童的一对一心理疏导，对儿童心理危机起到预防的作用。建立书信个案报告和转

介机制，及时向学校反馈极端个案，和学校共同关注儿童心理健康情况，并探索在地心

理/社工资源转介。

 2、外部困难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

法》相继出台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安全和保护会越来越严格，对公益组织的管理和技

术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应做出的成本预算增加。

 社会对辍学、自杀、校园暴力等青少年问题关注度越来越高，这是好的趋势，但乡村

儿童在书信中表达的问题也可能发酵成社会舆论，进一步影响组织的公信力和专业性。

 下一步打算：以上两点外部挑战，需要机构通过数字化加强内部管理，严格明确信息

权限和权责，并且聘用外部危机公关专家做好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