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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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实验室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其它

项目实施时间 2018-05至2023-08，共计63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要求，当下高校、企业有开展青年志愿服务的

强烈意愿，但苦于视野闭塞、需求不明、创意缺乏、逻辑不强、落地困难、持续不强、

资源不足、效果不显的问题，一直无法让志愿服务作为高校、企业聚合资源、实践育人

的重要手段，也无法专业化、项目化的开展志愿服务。

 基于此成都幸福家社工启动了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实验室项目，聚焦城乡社区建设发展

规律和青年聚集发展要求，通过研发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创新青年志愿服务项目，以“志

愿服务社会化”的方式使“企业-高校-政府-社区”四方联动，在机构督导人员的陪伴参

与和专业支持下形成以社区为主要青年志愿服务场景，构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人员、

项目、技术、资源“四位一体”工作模式，在此过程中引领广大青年学生和职工在社区

中提高参与意识、加强实践锻炼、增长本领才干，成为协助党和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的重要力量。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通过项目的开展整合了多方资源并获得高度认同，也深化了多方对于青年志愿服务的认

识，提升了服务的专业度。同时，也针对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出现的一些难点

或空白点进行了深度回应，获得了企业、高校、政府的认同并获得诸多荣誉。

 1.与四川大学、成都大学等15所高校，蜀道集团、彩虹集团等11家企业等达成合作。

 2.启动志愿服务项目38个，覆盖社区167个，服务居民群众95231人次。

 3.培育整合青年志愿者5067人，开展志愿服务培训10643人次。

 4.基于项目获得国家、省级、市级志愿服务相关荣誉共21项。如第五届中国青年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四川省赛——金奖。

 5.基于项目获得人民网等媒体宣传347次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制度保障

 机构针对编制了《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实验室项目工作指南》，通过工作指南的方式明

确项目概念，厘清各方权责，明确营收模型和质量评估体系，保障项目的有序开展。

 2.人力保障

 作为机构创新的公益创业项目，项目由机构副总干事牵头，所有涉及项目的人员均需

要参与云课堂设置的专属课程6门，相关课程由四川省首批青年志愿服务专家录课，内容

涉及深度理解志愿服务，志愿服务项目管理等，所有课程学习完毕后考试方可上岗。

 3.场地保障

 机构在成都市武侯区高碑社区（大悦城旁）打造了“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实验室”空间，

相关空间占地150平米，设有展演区、交流区、培训区、办公区等区域。

 4.资源保障

 项目获得了四川省青联、省青志协、省青企协、市青联、市新联会、市工商联的全力

支持，可以广泛的与高校和优质企业达成合作。同时，在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促进

会的协调支持下，项目可以与成都市3000余个社区进行针对对接，洽谈促成合作。

 5.技术保障

 为项目顺利实施，项目主动建设专家库，现有专家40余名，包含志愿服务与创新、社

会工作服务发展、社治专家、社区规划专家、美学专家、花艺专家等，为项目提供技术

支持和保障。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组织架构

 机构内部分工明确，有完善的组织架构，设有理事会、监事会和运营中心、督导中心、

支持中心（财务、行政、人资、出纳）。于2017年9月及2017年6月分别成立党支部和团

支部，定期组织青年参与党建、团建活动，累计超过200余次，青年参与人员500余人次。

 2.制度建设

 在工作开展中，机构将青年工作纳入治理结构，注重以“青年文明号”标准来严格要

求并强化内部治理，有完善合适的制度并适时随着机构的发展进行修订。现有党建工作

制度、办公室管理制度、资料文本管理办法、薪酬绩效管控制度、财务制度、顾问引入

规约等共17个管理制度。

 3.信息化管理

 采用信息化云课堂+参访交流+专家督导三种形式，通过钉钉APP云课堂研发了多门学习

课程，建设200余小时云课堂课程、形成了超过20个主题，1000余条信息的知识库，覆盖

机构制度、项目活动开展、专业技术和行业知识等。获得阿里巴巴集团授予的智能移动

办公企业。

 4.项目管理

 机构自研“幸福家社工项目信息管理系统”作为机构项目内部管理的信息化平台，相

关系统获得四川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优秀奖。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多方共建的方式开展志愿服务项目，机构通过提供创业、整合资

源和督导支持获得对应的费用。其中，企业提供职工志愿者和项目资金、资源；高校提

供学生志愿者、启动资金和涉及项目的专业技术；政府提供政策、宣传支持和可能的资

源支持。

 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1.基础咨询服务费：所有合作的企业和高校只要参与项目的需要支付基础服务费，服

务费标准为每个合作伙伴每年1万元。由于各高校、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等因素，基础咨

询服务费可以与项目经费结合；

 2.项目实施经费：经过多次合作，项目实施的经费由各方以购买服务的形式支付予幸

福家社工机构，采用统一的民办非企业财务管理办法进行结算和支付。由于机构要派驻

专职人员参与督导项目实施，故在项目实施经费中需要按照每个项目3-5万元不等收取督

导服务费。

 3.培训服务费：项目基于高校、企业需求开展志愿服务指导服务，并根据实际情况收

取服务费。

 4.课题研究费：项目通过志愿服务案例、理论开展研究，并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1.合作的周期性问题

 由于项目合作和各方是周期性的推动的。故，有时存在合作的不稳定性。需要合理配

置资源，争取长线项目，并获得各方更高的认同感以及长期的需求满足。

 2.管理的专业性问题

 项目督导过程中，需要督导人员更加专业。项目将牵头进行督导成员的针对性赋能，

并孵化更多的专业督导人员。

 3.模式的磨合性问题

 企业、高校、政府各方在工作方式、政策理解上差异，并且对志愿服务项目的重视程

度也有不同，在合作中也有矛盾和冲突。需要主动联动各方，在项目初期明确各方的分

工和权责。

 下一步，项目将进一步与更多的企业合作，并逐步走出成都，向四川省内进行拓展。

同时，聚焦新的题材包括乡村振兴、民族融合等领域进行着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