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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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系山河：劳动教育振兴“空心村”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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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至2023-08，共计28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空心村”已经成为乡村振兴最大拦路虎。项目以解决中国“空心村”问题为目标，依

托农村现有基础资源，研发集基地规划、课程研发、教材方法等“七位一体”劳动教育

核心赋能方案，面向“空心村”开展基地规划、课程研发、导师培训等志愿服务活动，

为“空心村”振兴提供公益帮扶。因地制宜：结合“空心村”场域特色，有效利用闲置

土地和村舍资源，轻资产规划建设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因村设课：充分取材当地，深耕

民俗特色，研发劳动教育赋能乡村核心课程体系，实现“空心村”资源产品化；因人配

岗：全方位培训农民掌握教学方法，面向大中小学生、成人团体开展劳动教育实践，实

现村民在地就业，将村民劳动经验转化为经济价值。从根本上实现“空心村”产业、文

化、人才和生态振兴。

 项目整体成效显著。团队与3省5县12村对接，签署合作协议40余份，现已落地“云上

尚德·耕读学堂”等5个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累计开展劳动教育实践342场，吸引村民回

流1760余人，帮扶村民在地就业3665人，带动产业增值超1000万，为振兴“空心村”树

立新标杆。项目已被人民网、新华网等10余家国家级媒体跟踪报道。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产业振兴：1.受劳动教育者三万余名，基地营收449万余元；2. 带动农产品在地销售，

民宿、农家乐等相关产业增值超千万，实现村民人均增收四千余元。

 文化振兴：1.研发10大课程群组、9本教材、300余套课程，已被诏安县实验小学等10

余所学校使用；2.将文化资源转化为课程，以课程为载体传承乡土文明，带动文化产业

发展。

 人才振兴：1.提供就业岗位一千余个，间接带动就业两千余人，2.体系化培训农民成

为劳动实践导师329名；3.带动六千余名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实践，20余项专业技能学以致

用。

 生态振兴：1.改造闲置房屋为教学场地28间，盘活荒地200亩；2.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加强农村生态保护与恢复。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一、团队内部保障：1.稳定高质的核心成员：拥有核心成员9人，为教育学等专业的本硕

博群体，且有全国农学、设计学等领域的专家提供指导。 2.科学的志愿者管理体系：首

先，通过各校团委志愿服务平台进行招募并开展定期培训。其次，基于专业素养进行筛

选，培训合格志愿者。最后，向所有志愿者录入志愿工时予以奖励。3.基地规划与课程

研发一体化的核心竞争优势：区别于市场上“有基地无课程，有课程无基地”的乡村文

旅，团队结合基地区域布局特征研发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实现基地功能区与课程体系的

高度匹配。

 二、学校内部保障：1.资金与技术支持：项目获厦门大学重点资助，提供资金、技术

等支持。2.平台与人员支持：项目依托厦门大学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平台，定期招纳团

队专业核心成员；依托“志愿汇”平台，面向校内本硕博学生群体招募志愿者。

 三、社会资源保障：1.企业支持：团队已与福建省旅发集团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为项

目复制推广提供资金保障和专业化运营保障。2.政府支持：已立项为福建省乡村振兴重

点扶持项目，教育部2022年“美丽中国”主题案例，得到教育部、福建省教育厅等大力

支持。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项目依托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成立情系山河团队，建立了完善的内外部治理体系。

 一、内部治理方面：

 1.团队坚持党建引领，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组织架构完善，成立分管

项目发展、注册、策划、宣传等多个职能部门，形成以创始人为核心的合理布局。

 2.团队拥有完善可持续的志愿者管理体系。（1）设立志愿者招募机制，通过各高校团

委志愿服务平台，高标准招募高校本硕博学生志愿者。（2）建立志愿者培训体系，每周

定期组织课程研发、师资培训等志愿服务培训，并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开展针对性培训。

（3）制定志愿者筛选标准，综合考察个人整体素养和劳动教育知识掌握情况。（4）明

确志愿者工作，包括实践调研、课程研发、农民导师辅助培训等。（5）实行志愿者奖励

制度，提供官方志愿证明，计入志愿工时，并建立志愿者星级评价激励机制。

 二、外部治理方面：建立多元主体联动的外部支持网络体系，整合多方优势资源。项

目已被立项为厦门大学重点资助项目、福建省乡村振兴重点扶持项目，并入选教育部学

位中心案例库，得到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厦门大学的大力支持。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公益创业模式：项目依托乡村现有自然、人文资源，构建“七位一体”劳动教育赋能模

式，形成团队、企业、“空心村”三方合作联动赋能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团队：为“空心村”提供整套劳动教育核心赋能方案。1.建立“现状分析-基地定位-

主体设计-区域规划”基地规划体系，轻资产打造劳动教育实践基地；2.充分取材当地，

遵循“课程设计-教案编写-学员手册-课程评估”研发流程，研发课程、配套教具；3.按

照“导师招募-分组培训-模拟课堂-定员上岗”四步流程开展农民导师培训，激活具有农

事经验村民转化为导师；4.辅助运营，引进基地建设资金，制定“政-企-校”合作的基

地运营综合评价反馈机制，帮助基地实现在地化独立运营等。

 企业：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肩负乡村振兴社会责任，购买整套劳动教育赋能方案，投

资优化“空心村”基础设施、落地建设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与“空心村”合作运营，招

募生源，面向受众开展劳动教育实践，同时带动农产品在地销售，促进当地产业增值。

 “空心村”：建立农村合作社，为基地提供土地、房屋、人力等资源支持，鼓励村民

成为导师、助教以及安全协管员，参与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的运营与管理，并获得劳动教

育实践基地营收分红。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1.由于项目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在团队组织运营和管理方面存

在挑战。2.公众认知和支持不足，仍有部分群体对公益创业的理解和认知存在偏差，认

为公益创业就是慈善行为，忽视了其对社会问题解决的重要作用，导致项目在推广的过

程中遇到认知阻碍。3.公益创业的盈利模式往往较为复杂，且回报周期较长，项目资金

管理和运营存在一定困难。

 下一步打算：项目扎根福建，辐射中部，走向全国，分别设立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目

标。

 短期目标：持续优化（2023-2024年）。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联合出版《劳动教育课

程手册》；注册成立福建情系山河社会服务中心；帮扶赋能10个空心村。

 中期目标：快速拓展（2024-2026年）。在多个高校设立情系山河小分队，结合各地“空

心村”特点，形成地方特色劳动教育赋能体系；辐射中部地区的“空心村”，帮扶赋能40

个“空心村”；出版劳动教育教材4本，发布劳动教育课程标准体系和评价体系。

 长期目标：成熟稳固（2026-2030年）。走向全国范围内的“空心村”，帮扶100个“空

心村”；打造成熟线上劳动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数字化体系，持续优化劳动教育课程体

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