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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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系三农-偏远地区养殖户中医卓牧技能帮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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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7至2023-08，共计109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2014年，川农师生志愿者在雷波开展科普宣传时，调研发现当地畜禽养殖普遍存在抗生

素滥用，药残严重，生态压力大；观念落后，技术不规范，产能严重乏力；青年从业者

流失严重，无特色产业支撑等问题，导致养殖户迟迟无法增收，地方农业产值无法提升。

川农师生志愿者针对以上问题，以“中医农业服务低碳养殖”理念，人-畜-生态健康为

目标，设计中兽医教师专家志愿者为引领、兽医类大学生志愿者为主力、返乡创业合作

社青年为延伸补充的“1+5+10+N”的模式组建“情系三农志愿服务助农团”（以下简称

助农服务团），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畜禽养殖产学研成果技术优势，同时链接领军企业资

源，通过持续的助农志愿服务，助力当地解决了养殖业发展难题。之后，助农服务团将

相关服务模式拓展到川内其他3个有类似难题的县区，并构建起“高校技术支撑+合作社

引领、平台孵化+品牌溢价分享、师生志愿服务+返乡创业示范”的产业商业帮扶模式，

因地制宜打造 “绿色养殖青年合作社产业联合体”，吸引了一批青年返校创业，帮助服

务地打造起适合当地实际的特色生态养殖产业，助力了农牧稳

 产保供增收与自我造血能力提升，服务和示范效果良好，提质了乡村振兴成效。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项目志愿者连续9年深入服务地养殖一线，针对合作社成员养殖户和返乡创业青年开展专

项中医农业技术训练班200余场；定期开展各类科普宣传、农民夜校、中兽医义诊等活动

170余项，直接服务养殖户700余家，辐射超4万余农户。并与10家行业龙头企业在服务地

政府协助下，打造15个“青年合作社产业联合体”，因地制宜为对应服务地量身打造了“雷

波黑猪”“巴山土鸡”“仁寿鹌鹑+梨”“天府绿壳蛋鸡”4个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养殖产

业，已帮助1000余户养殖户人均直接增收超5.2万元，帮扶2140余户贫困户脱贫。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一、技术支撑“强”

 聚焦服务地养殖难题，依托川农大科研平台优势，创新融入“中医农业”理念，挖掘

适配地方的合作社中医卓牧精准潜力，提高地方农业产值、形成新业态集群发展共同体

的效果；吸引青年反哺家乡，促提升当地养殖业内生动力，发展地方特色生态养殖产业、

提供生态友好型产品、巩固脱贫成果，将助农由外部“输血”向内部“造血”转变，带

动农民自力更生。

 二、组织建设基础“牢”

 项目依托“志愿四川”平台对子志愿项目进行注册登记，同时依托平台进行痕迹化信

息维护，招募400余名学生、专家志愿者及百余名返乡创业志愿者完成160余个平日化子

项目及15个长期化帮扶项目；此外项目与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合作，以保障项目的

基础运营、财务管理、组织建设的合法性与专业性。

 三、帮扶平台效益“高”

 发挥川农大农业智库和中医农业在四川的优势，筑建多方协同、靶向服务的产学研助

农平台；利用志愿服务根植中医农业理念技术；培养新型中医农业职业农民队伍，长效

解决技术差、难增收、易返贫难题。利用平台示范效应，提升服务效益，促进服务地相

关畜禽产品的量身打造，同时打造的“合作社联合体”，有效激活项目内生动力，并为

项目发展提供稳定输入。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助农志愿团队组织工作

 “1+5+10+N”的团队建设运转模式，即1名高校专家志愿者带领5名高校志愿者或返乡

创业志愿者，通过开展中医技术引入、中医农业科普讲座、技术示范推广等志愿服务的

方式，培养10名（户）帮扶地领头养殖户，养殖户获得技术支撑后，借助当地领军企业



和公益组织的资源，将中医理念不断延伸扩大，并组建品牌共建效益共享的合作社，持

续辐射帮扶成效，带动当地更多养殖户接受并践行中医农业，最终收获全新产业、更多

养殖人才、绿色生态养殖等N项“技术+物质”成果。

 2.品牌效益共享机制构建

 通过持续的志愿服务和平台合作社运维，实现以志愿者（志愿服务团）持续建设技术

支撑体系为保障、龙头企业引领品牌打造与渠道巩固、农民合作社与家庭农场跟进品控

和推广、广大小农户参与提升效能产能的产业整合、优势互补体系，促进项目有效运转，

龙头企业增进品牌认可度，返乡创业青年获得稳定渠道和高效益，合作养殖户获得好收

益和好技术，参与主体均受益。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 高校技术支撑+合作社引领

 项目发挥高校稳定的科技输出，靶向构建适合服务地扶贫产业项目机制；借助龙头企

业的技术转化经验和渠道优势，依托返乡创业青年和领头养殖户的定点示范转化，通过

合作社构建富有地方标记特色的畜禽高品质高口碑品牌孵化平台，构建项目自身“造血”

体系。

 2.平台孵化+品牌溢价分享

 项目（助农服务团）本身不以盈利为目的，承担技术输出、资源引入、平台运维、协

调宣传的角色，抽成合作社加盟费，以确保项目团队的基本运维和必要宣传推广的相关

开支；养殖户以周期性加盟费加入合作社，根据养殖规模获取固定收益，返乡青年创业

者在固定收益的基础上增享品牌溢价分红；当地领军企业获大权重加盟保底与销售利润，

以此确保项目自身“造血”机制良序运转。

 3.师生志愿服务+返乡创业示范

 依托“1+5+10+N”的团队运转模式，专业性较强的学生志愿者专注科技成果推广、应

用服务和定点帮扶，打造特色产品；返乡志愿者专注开展短期服务，试点示范，承担联

合体聚点和日常维护的角色，点线面推进技术有效转化和释放孵化器效能，保障项目自

身“造血”持续动力。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目前项目存在困难包括：

 1.管理运营和技术人员仍有不足，人力配置存在一定风险。

 2.管理方面存在人才流失风险，核心成员可能选择参与其他项目或自行进行创业。

 3.随着高科技发展，中医农业技术需要快速更新换代以支撑产业发展。针对以上困难，

项目计划采取以下措施进行应对：一是志愿者队伍专业化。加强交流与沟通及顶层设计，

以开辟特色管理方式及挖掘管理人才。充分发挥志愿者干部队伍的主观能动性，构建有

效的志愿者服务平台并形成持久合作与推进的工作环境与机制。加强管理层的培养和工

作规范，形成有秩序有组织的管理团队。

 二是科技成果深入化。依托母校“产学研”平台，将科技成果引入的同时，要针对帮

扶地的实际特色、产业结构等，将科技成果真正深入化，同时要精准对接引入企业、政

府等社会资源，真正将帮扶成果具体化，科技成果深入化。

 三是建设长效化。本项目将立足于提高养殖业发展的发展，

 尽最大限度、最大能力、最大可能地帮助养殖户的长足发展，培训出一批同时具备专

业能力与直播销售才能的学生志愿者，拓宽特色农业产品销路，增强合作社孵化效能，

提升品牌溢价空间，使学校、企业所提供的资源提供以及特色产品的销路能得到最大的

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