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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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似锦-助力疆棉提质增效，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公益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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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8至2023-08，共计108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气候条件适宜棉花生长，具有发展棉花产业的独特优

势。棉花种植机械化、集约化程度高，棉花品种好，产量高，2022年估计产量占全国

90.4%，随着我国内地植棉比较效益下滑，新疆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比重在全国的份额将

会进一步升高，在全国棉花生产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但是经过团队十年调研发现，种植户缺乏合理的规划和指导，导致产量低下的问题严

重突出。棉花似锦-助力疆棉提质增效，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公益团队是一个致力于帮助南

疆贫困地区棉花种植户的公益帮扶组织。团队通过志愿者与棉花种植户开展定期经验交

流。工作组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加大帮扶力度。结合组内人员自身技术所长，在贫困村

积极开展技术指导和全程跟踪服务，举办实用技术培训，帮助农民解决农业技术难题，

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脱贫致富。

 多年来，团队以大学生群体为志愿者招募对象，累计招募126人，其中硕博士40人，具

有较好的人才储备。以扶“智”为农为己任，累计培训基层科技骨干28人，向南疆输送

人才9人。同时申请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7项、软件著作3项、外观设计专利2项、

发表论文100篇，新品种权9项。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筛选示范推广30个品种，开展棉花各个关键生育期现场服务培训150次（5000人次）、辐

射职工共计15400次，农业技术人员培训150人次，农户150人次，共计发放棉花高产优质

高效技术手册3200本。推广新技术8个，服务44团，辐射到第三师的45团、51团。建设3

个示范基地，建立新品种示范田2000亩，亩产增加10-15%以上，亩增效10%以上，经济产

值累计达9.1亿以上。帮扶贫困户16户，提高棉花品质和单产，实现家庭增收；为受援地

第三师44团建设三个基地：研究生实践、本科生实习及新技术示范基地。受援地第三师44

团引进项目2个：2020年石河子大学科技特派员和2020年兵团科技特派员项目。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组织前期以兵团科技特派员及石河子大学科技特派员专项基金为启动基金 ，项目初期经

费需求较少，上述途径可确保项目正常运行。中期主要面向的 目标市场定位在需要购买

服务的政府机构，社区乡镇等，向他们出售服务与产品。中期经费使用主要在于组织品

牌的树立，虽然有相关的组织在提供类似的服务，但是大都是商业公司，作为大学生公

益组织，本身我们的项目就有很大的市场优势和技术优势，在强调公益性的同时，可以

通过对现有市场的缺失以及模式的完善来更好的实现公益性。项目后期通过将这一服务

出售给棉花企业，作 为企业的一项附加服务，将公益组织收益的80% 以上用于公益实践

过程中，另外 20% 主要用于组织日常开销和交通食宿等费用。除此之外组织所构建的公

众号平台在后期成熟后可以承接各公司的广告，以达到自负盈亏的状态。2014-2022年通

过政府、企业以及校友捐赠等途径总收入221.5万元，除团队运行必要支出外全部用于公

益。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项目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媒介管理。通过新媒体运用、营销推广、项目

参与者拓展、口碑管理、危机公关等方式提升企业和基金会的声誉及品牌，做好品牌建

设。通过海报、传单、条幅、等实物宣传，增加精准扶贫公益项目对大学生的知名度。

同时扩大暑期下乡志愿者的招募宣传。定期开展宣讲会，建立南疆棉区与高校及地方政

府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保证项目宣传的可持续性。

 第二，组织和人才队伍的管理。通过严格的人员筛选机制，培训入岗，并且通过晋升

机制激励社员，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要引进高端人才，建立



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和服务体系，”人才优先，以用为本”，要做到高端人才引进符合

需求、用到实处、见到成果

 第三，风险管理。从政策法律风险、经营管理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财务风险四个方面

做好风险管理。在既定目标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方案的实施路径，从根本上消除特定的

风险因素。例如设立现代激励机制、培训方案、做好人才备份工作等等。

 第四，志愿者管理。通过明确的志愿者筛选制度，培训制度，建立志愿者档案和量化

标准，工作记录以及志愿者之间的监督机制做好志愿者管理。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棉花似锦-助力疆棉提质增效，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公益团队的建立和存在是为了有效解决

南疆棉农在种植棉花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让其拥有更好的栽培品种及栽培体系，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资金对于公益组织提供服务和生存发展均表现的至关重要。公益组

织想长久健康发展，一定要想办法自己造血，不能依靠别人输血。实现财务的独立，是

公益组织独立开展活动的基本前提，棉花似锦-助力疆棉提质增效，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公

益帮扶组织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尝试，力图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

的。

 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四位一体的服务模式。作为纽带连接农技人员，农

资公司，棉花种业及棉花加工企业共同扶农助农，通过与当地农业局推广站合作组织农

户，对接企业订单收购农产品，为农户提供选种，栽培，管理及销售渠道一体化链条式

服务，帮助农户增产增收。该模式创新性强、可复制性强、可持续性强。在团队服务的

期间，我们制定相应的计划，确保志愿帮扶的对象能脱贫，能致富。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棉花种植面积不断增加,棉花产量在全国棉花产量占日益增大,

但是也显现出了一些问题,存在的风险比以往更加严峻，因此正确认识和了解才能对风险

进行有效的防范和规避，未雨绸缪，减少各种因素造成的影响。

 南疆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早就了棉花高产优质的优良品质；另

一方面，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南疆风沙等灾害严重，棉花种植产业规模大，其风险程度

加剧。南疆地处位置较远，运输，物流不发达；对于棉花产品的推销和运输有着巨大阻

碍。我们应该不断创新棉花的运营体系，整合棉花产业链上下游关系；针对销售的各个

环节形成紧密的整体；对风险价格体系进行整理，最终促进了棉花产业可持续发展。

 为让团队更好地持续发展，2023年计划对棉花似锦-助力疆棉提质增效，科技赋能乡村

振兴公益团队进行社会层面注册；并进一步深度布局棉花产业链，进一步完善研发育种-

种植-销售-加工产业链。同时，在现有基础的前提下，联合省内农业公益团队进一步扩

大推广地区和面积，为实现农业振兴、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