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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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臻-以有机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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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6至2023-08，共计50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食品的要求

在不断提高。近几十年我国大力发展化肥农业，极大的提升了粮食产量，为我国粮食安

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因为常年过量的使用化肥，对地表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并

且食品品质的下降也犹如一根毒刺牢牢卡在人们的喉咙中，也成为了40多年来各种隐性

疾病频发的原因之一。因此，当前我们解决地球生态被严重破坏和食品安全问题刻不容

缓。

 农臻团队聚焦食品安全问题和当今农业发展不可持续问题，寻找到一条既可以让农业

可持续发展，又能生产出健康食品的路径——有机农业。我们对生产端进行有机生产技

术培训，对消费端进行有机科普宣传，链接城乡，致力于将真正的健康有机农产品带进

千家万户。

 我们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由学生自发组织的创新创业团队，由农学院硕博研究生、若干

名本科生组成，并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全域有机农业理论提出者胡跃高和中国农业

大学教授、中国生物发酵协会酵素分会理事王小芬教授作为创新创业导师。

 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组织，直接链接消费端和生产端，严格把控筛选优质

有机臻品，为生产者提供有机生产技术指导，为消费者提供低价格高品质的有机农产品。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农臻团队的公益课程共开设120余次，辐射全国29个省市和地区，带动了120余家有机生

产基地，开展线下培训60余场，受益农户10万余人。农臻集市吸引30余名师生志愿者，

线上科普130余条，在线指导5800余人。目前已服务10家有机生产基地，助农增收52万余

元，为居民建设有机产品供应基地。

 与沁源县农户合作，使成本降低5倍，收入提升2.7倍，并带动了126户、1000余亩的有

机生产，并建立全国首个微生物工厂。团队助力车河村脱贫入选中外减贫案例库，助力

中农大农学院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奖，车河村书记获全国脱贫攻坚优秀个人奖。

 助农事迹得到2次中央电视台报道，山西省电视台、中新网等媒体80余次报道。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资金支持：

 ①政府、企业提供科技转化费用，团队进行技术推广服务。

 ②售卖利用团队技术制作的酵素相关产品。

 运营模式：农臻团队针对传统有机农业成本高、产量低、价格高、信任缺失等痛点问

题，形成了“生产、销售、服务”三位一体的商业模式，致力于推广酵素有机种植新体

系和链接城乡打破信任壁垒。

 生产端：①依托团队“一项技术体系、三大核心技术”的技术支撑，政府提供支持，

利用微生物发酵技术将当地的农业废弃物资源转化为有机肥和农用酵素等有机投入品，

培养以当地人为主的技术团队。②在全国进行技术推广，在多地建立技术服务基地，推

动有机农业生产建设和乡村振兴。③团队与合作专家一起，为农民提供有机生产技术实

地指导，通过科学种植技术和管理方法的传授，帮助农民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有机生产模

式。

 销售端：①以高校为依托，在周边社区定期举办有机科普宣传活动和有机农产品推广

活动。②通过线上社区团购带动合作农户有机农产品的销售，助力农民增收，并构建城

乡间的信任桥梁。



 服务端：①推出“农臻公益课”，为农户提供有机生产的交流平台。②通过“今日头

条”、“农臻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了解有机知识以及有机生

产过程的渠道。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农臻是一支由有理想、有技术的“有机人才”组成的志愿服务团队，主要成员为中国农

业大学的师生，以高校技术为依托，通过实地技术指导带动了全国各地百余名种植能手

参与到当地有机农业的技术推广中，形成高校师生与种植能手协作互助的模式。团队成

员具有共同的创业价值观和目标，手握全国顶尖的农用酵素技术和最适合农产品流通的

新商业模式，着力打造出一支富有爱农情怀，勇于创新的技术服务团队。

 团队成员分工明确，由项目负责人统一管理，设置宣传部、活动部、财务部、后勤部，

具体事务责任到人，并设置评分系统，定期进行优秀志愿者评选并给予奖励。

 农臻团队“三位一体”的商业模式在解决传统有机农业面临的问题上有着独特的优势。

在生产端通过与政府合作，利用微生物发酵技术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有机投入品，大幅

降低有机农产品生产的成本，并通过三级生产体系和微生物工厂等与农民建立联系。再

结合团队及合作专家对农民进行有机生产技术的实地指导，达到增产降本的目的，逐步

建立起完整的有机生产模式。在消费端通过全国高校联盟等形式，将消费者与农民直接

联系起来，打破了信息不对称和信任缺失的问题。这一创新性的商业模式为有机农业的

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志愿服务

 1农臻公益课--技术推广

 为了方便全国各地的农友更好地分享和讨论有机种植经验，发起公益项目“农臻公益

课”，开展线上讲座。

 2农臻基地成长群--线上答疑

 为专家和农户们创建农臻基地成长群，方便农户和专家一起探讨有机农业技术、有机

农业产业、有机农业建设方面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3基地实践调研与有机宣传

 1、深入田间地头，挖掘有机力量

 前往各地调研，了解当地有机农业的基本情况，掌握当地农用酵素的使用情况及效果，

挖掘当地先进的有机技术人才。

 2、有机农业宣讲，宣传有机农业

 有机农业宣讲的目的在于向公众介绍有机农业的优势和特点，提高公众对有机农业的

认知度和接受度。

 4农户线下服务--技术培训

 依靠政府、向当地输送自上而下统一思想，联系群众由下而上示范推广，激发农民自

身内动力，组建一支以帮扶地当地人为主的“生态科技队伍”。 

 5社区消费者有机推广

 1、社区团购

 建立有机团购社群，进行有机产品团购；创办公众号，发布有机知识推送。

 2、社区宣讲

 社区宣传推广是链接城乡、打破信任壁垒的最重要的一步。以社区为中心，并辐射带

动周围小区。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

 ①生产端：农户的有机种植技术不规范；农用酵素、酵素有机肥生产及使用缺乏标准；

 ②销售端：市民对有机产品存在认知误区，对有机市场缺乏信任，没有获取优质有机

农产品的渠道。

 下一步打算：

 ① 生产端：制定农用酵素、酵素有机肥、有机种植生产技术标准，通过线上线下

的宣传推广，提高农户对有机技术的进一步了解。



 ② 消费端：通过线上线下的科普宣传，建立全国有机科普联盟，加强消费者对有

机产品的正确认识， 建立起消费者与生产端信任与沟通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