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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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岐黄爱心血库志愿服务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卫生健康

项目实施时间 2005-12至2023-08，共计212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岐黄爱心血库志愿服务项目发起于2005年12月，以“献血有益健康，救人功德无量”为

主旨，这也是全国大学生群体的第一个“活体”血库。

 “岐黄”作为中医学术的代称，我校师生作为中医药文化事业的传承者，结合学校特

色和志愿者专业优势，特取名为“岐黄爱心血库”。

 血库志愿者们既是献血者更是志愿者，项目采取“2+7”志愿服务模式，即每年定期开

展两次的“献血车进校园”活动，2011年，岐黄爱心血库与哈尔滨市第三座“爱心献血

屋”——乐松献血屋建立起长期志愿服务合作，志愿者们在每周周一至周五下午以及周

六、周日全天前往乐松献血屋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普及献血知识，宣扬无偿献血精神，

帮助前来献血的市民填写表格、解疑答惑，协助工作人员完成采血任务等志愿服务，为

有效缓解哈尔滨市用血紧张做出了积极贡献。

 统计显示，项目开展近18年，岐黄爱心血库已累计组织集体献血38次、参与献血人数9500

余人次，服务时长达37800余小时，累计献血量超过160万ml。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岐黄爱心血库志愿服务项目在平稳运行中不断扩增服务内容与服务范围，受到居民百姓、

师生家长的好评，2014年，岐黄爱心血库志愿服务队”获得全省“十万高校志愿者进社

区”优秀志愿服务队的称号，2018年，获得黑龙江省“五个100”“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称号，2019年，获得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牌、2022年获得第六届全国志

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

 同时，自2014年起学校连续5年获得黑龙江省在哈高校“无偿献血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其所在的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先后荣获“第九届哈尔滨市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集体”“第八

届黑龙江省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集体”“黑龙江省十大杰出青年志愿服务集体”等荣誉称

号。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制度保障：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培训管理。不断完善《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青年志愿者

协会管理条例》《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青年志愿者招募办法》等制度规定。

 2.人力资源：利用学校人数众多面积广阔的优势资源，志愿者队伍有核心人物60余人， 

每学期新招募成员120多人。在明确“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和“献

血有益健康，救人功德无量”的宗旨的同时，合理安排分工，一对一，点对点，有序开

展献血活动。每学期邀请校内外专家进行统一培训1-2次，定期举行无偿献血知识讲座，

配备固定的带队指导教师和专业指导教师，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志愿者招募、培训、服务、

表彰等，保障了该项目的稳定运行。

 3.资金保障：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学校团委经费、当地血液中心及血站也提供一定资

金。在加大支持、资金投入力度的同时，注重资金管理与使用监督，严格做好年度经费

预算与绩效反馈，确保投入资金发挥高效作用，为项目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

保障。

 4.资源保障：学校及团委高度重视本项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同时接受哈尔滨市血液中

心和乐松献血屋双重孵化，在项目长期稳定运行给予各项资源支持（如共青团资源、志

愿服务资源等）。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目前团队有60名核心成员，均为中医、针灸推拿、中药等专业学生，按照学校对项目的

各项管理制度要求，采取多级管理、同级合作的管理结构（学校团委老师担任项目总负

责人、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团成员担任项目骨干，项目成员为青年志愿者协会成员），

团队设有培训组、宣传组、实施组、考评组，通过组内分工、组间合作，并配备专门指



导教师进行培训指导，不断提高专业素质、服务能力。

 一、实施组：

 ①志愿者招募；

 ②相关活动的策划案撰写；

 ③处理突发事件和相关工作对接；

 ④管理相关特色产品储存、运输等。

 二、宣传组：

 ①负责血液血液知识及组织的宣传工作；

 ②团队内新闻撰写，相关活动海报制作；

 ③活动照片的拍摄整理，特色文创产品宣传；

 ④所有所需宣传物定做。

 三、培训组：

 ①志愿服务知识及技能培训；

 ②志愿服务理念宣讲；

 ③协助老师培训工作；

 ④特色产品设计培训工作。

 四、考评组：

 ①提供有关志愿服务知识考试试卷；

 ②更新完善志愿服务相关知识的知识库；

 ③组织志愿服务知识考试；

 ④对项目产生的特色产品进行可行性研讨。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该公益模式分为服务、宣传、管理以及献血关爱四大模式：

 一、服务模式：

 项目有高端设计理念，并以群众为服务对象，通过血液知识为纽带依托，用“宣传+公

益”的方式，为广大人民群众增长知识，收获领悟。

 二、宣传模式：

 项目执行团队采取“线上专业教师讲授咨询+线下家庭一对一教师“相结合的形式，耐

心教授，悉心指导，精心制案，提供点对点服务以帮助广大师生获得知识提升。例如艾

滋病预防讲座、献血有关事项指导、献血心理疏导、献血不适症状缓解帮扶等。

 三、志愿者管理模式：

 一类志愿者：帮助服务，项目开始给予一定帮助性的服务，志愿者通过记录自己的志

愿服务时长，以时长长短兑换社区志愿和服务。

 二类志愿者：政策补贴，项目对于长时间进行志愿服务的志愿进行如：经费补贴，或

帮助其办理相关保险增添保障等政策补助。

 四、献血关爱模式：

 项目对献血者秉持关怀理念，对献血者准备丰厚的暖心小礼包，譬如：按献血量分段

制作胸章，作为其荣誉证明。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

 一、社会层面：

 目前存在血液供应紧张、献血者献血知识不足两大问题。

 二、项目层面：

 1.项目在高校开展，高校内组织大学生流动性高，部分成员间可能存在缺乏配合的情

况，会出现“积极度高，参与度低”的情况。

 2.大学生公益创业实践处于监管的空白地带，缺乏有序指导，容易把握不好“商业性”

和“公益性”的平衡，本身内在发展动力不足加上外部支持的缺失，导致项目的潜在价

值被低估。

 下一步打算：

 一、项目运行方面：秉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依托深厚的

传统医学学科优势，结合我校中医药专业特点，服务队成员利用自身医学专业知识，为



无偿献血者提供志愿服务，在广大青年学子中营造“弘扬雷锋精神，奉献青春热血”的

良好氛围，积极引领“献血有益健康，救人功德无量”的社会风尚，为无偿献血志愿者

普及传统医学常识，不断实践探索，一同为实现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二、项目推广方面：将项目运营、管理等模式以共建合作、经验分享等方式，推广到

附近高校(如：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等）并建立长期学习合作、献血相关志愿

服务项目孵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