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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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江村“思坡寄友情 公益电商行”电商助农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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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至2023-08，共计46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宜宾市思坡镇柑橘种植50余年，10余个品种，年产量3000万斤以上，是全市主要柑橘产

地之一。随着市场需求改变、农村劳动力不断衰减，柑橘产业面临着“柑橘品质不一、

品牌不显、销路不畅”等诸多问题。为应对痛点，于2019年10月发起 “思坡寄友情，电

商公益行”公益创业项目，目前模式已推广至5区县20村。

 项目采用“4+4+4”模式，即在果园、农残检测室、直播间、电商物流点位4个阵地，

设立“小送”“小控”“小售”“小包”4支分队，开展“帮采代收、品控把关、品牌塑

造、电商物流”4项公益服务项目。

 “小送”分队为行动不便农户提供“帮采代收、整装转运”上门服务，年服务农户1800

余户、采收400余吨；“小控”分队为柑橘农户提供专业农残检测、产品溯源服务，每年

超过2400个检测样本数据；“小售”分队通过微信公众号、社群运营、线下体验等渠道，

培育“思橙”“施小乐”等10个产品品牌，年销售800吨。“小包”分队搭建供应链体系，

与6家企业合作，拓宽稳定销售渠道，助力农民增收40余万元。

 项目通过土地流转、快递公司分红、收购商劳务费、电商销售利润、政府补贴等渠道

取得收益，保障项目可持续发展。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困难群体能受助。志愿者上门帮助种植采摘、扩大销路，100余乡村的困难户分享产业红

利10余万元。

 青年返乡能就业。产业全面升级后创造了新岗位。52名青年返乡，农忙时吸纳灵活就

业岗位300个。有岗位有收入的青年也更有时间、意愿参与志愿服务。  

 居民在家能增收。外地果商团队主动参与助农活动，以高于当地市场价20%的采购价格

助销柑橘200余吨。2022年助农销售农产品800余吨,实现柑橘类农产品价格增加20%，销

量增加35%，人工时间减少55%，户均增收2000余元。  

 公益氛围能营造。通过志愿精神引领、服务队伍培育、各类公益资金注入，形成浓厚

公益互助氛围，吸引村民积极参与公益、志愿服务。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队伍有力量。以返乡创业青年、退伍军人、在村大学生等优秀青年为骨干，邀请包括镇

党委书记在内的各界人士52人共同组建项目执行团队——“临心”志愿服务队，下设“小

送、小控、小包、小售”4个分队，开展“快递上门、品质把控、下单打包、销售推广”4

项内容的志愿服务，保障产销全链条畅通。

   阵地有保障。整合资源与当地政府共建800平方米集集“技能培训、仓储物流、品控

把关、筛选分级、展示展销、宣传推广”为一体的镇级助农服务中心1个，在各村设立分

站点，就近定点收发柑橘，组织开展电商助农志新型志愿服务活动。

   经费有支撑。项目通过土地流转、快递公司分红、收购商劳务费、电商销售利润、

政府补贴等渠道收入40余万元，实现自负盈亏，保障项目可持续发展。搭建供应链体系，

与企业合作获得资金支持或利润分红，同时拓宽销售渠道，助农增收。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组织结构完善。建立“核心成员+流动成员”的组织架构，即将公益服务内容分为采运、

品控、打包、宣传4个类别，每个类别遴选3--8名稳定的核心成员，每1名核心成员带领20

名流动成员开展公益服务，各队伍之间密切合作，形成了高效率的工作机制。

 运行机制健全。项目内部相互协作，针对同一服务对象可以开展单项或多项帮扶内容；

主动对接外部资源，先后同高校大学生、上级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开展平台共建、活动

共办、资源共享系列活动。在团队内部坚持民主决策，重视协商和听取大家的意见。每

月组织全员大会，让每位志愿者都有发言的机会。实行“名册留底、通报表扬、证书颁



发、优秀表彰”的嘉许机制，对志愿服务时间累积达标和有重大事迹的志愿者进行分级

嘉奖，以提高整体业务水平。

 服务内容丰富。注重加强与周边农产品发展好的镇、村联系，加强与柑橘收购企业的

合作，积极参与相关的展览会和交流活动，了解市场需求，确保柑橘等农产品的稳定供

应和产品质量的控制。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电商助农服务项目的深度，从采收转运向统防

统治、统购统销深度发展。围绕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用新方式助力乡村产业、文化、基

层治理等全方面振兴。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e+N”公益创业模式，“e”是农村电子商务，“N”是多重公益举措。“思坡寄友情，

电商公益行”公益创业项目是以农村电子商务站点为项目基础，围绕“销售农产品、与

农户共赢，助力地方公益事业发展”的目标开展志愿帮服务。

 收益组成：一是快递物流企业每年的在当地收益的20%划入项目；二是电商渠道交易中

纯收益的30%划入项目；三是大宗货物交易产生的管理服务费用；四是政府公共财政支持；

五是通过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旅融合，开展果园采摘、果树认领等活动，获得的额外经济

收入。目前五项收益占比大致为1:3:1:3:2。

     收益用途：一是将项目获得的收益用于链接农业高校，共同研发、改良产品，扩

大产业。二是用于柑橘采摘、分拣、打包、直播器材等必须设备的提档升级。三是作为

团队成员发展基金，提升团队成员社会保障，让青年更安心留下在家乡就业。四是用于

公益事业的发展，增大宣传力度，让更多公益团队或社会组织参与进来，提升社会影响

力，扩大助农范围，解决更多农村产业发展、人口就业、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

 一是缺乏专业人才支撑。乡村中很多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留下来的大部分是老弱妇

孺等弱势群体，乡村中的劳动力明显不足。乡村人才的学历普遍不高，高职称的技术性

人才尤为缺失。

 二是缺乏稳定市场资源。柑橘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更多的资本开始投入到柑橘产业，

会发生柑橘产能过剩的风险，影响柑橘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缺乏相应政策帮扶。在乡村创业政策支持体系中，招商引资、银行贷款、财政扶

持等方面缺乏明确、系统、可操作的扶持政策。

 下一步打算：

 一是拓宽志愿者招募渠道，提升专业人才水平。将更多的收益分配到参与项目的志愿

者保障中，对于专业人才提供专项的人才引进资金，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无顾虑的参

与到项目中来。

 二是进一步发展农旅融合，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争取政策扶持，借鉴乡村振兴样板村

经验，开展集休闲放松、康养、民宿、柑橘采摘体验等一体的农旅融合，提升项目收益。

 三是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拓宽公益服务范围。在完善产业扶持及就业帮扶服务的基

础上，将公益服务向农村养老、儿童保护、助残等方面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