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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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秦岭生态卫士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环境保护

项目实施时间 2019-07至2023-08，共计49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项目建立”2+1“数字秦岭科技志愿服务新模式，其中包括2个平台，1套体系，即“空天

地”生态环境监测平台、秦岭保护志愿服务平台与志愿服务网格体系。秦岭全域数智化“空

天地”生态环境监测平台依托西电一号卫星（以团队实验室为平台，以学生为主体自主

研发）、大规模无人机平台以及全链路地面监控集群实现。搭建数字秦岭“空天地人-临

近空间”一体化架构, 形成“看-辨-通-控-管-评-拓”全方位体系，构建基于“一朵云、

一张网、一中心”的数字秦岭立体化监测和综合监管平台，实现“秦岭全域监测每天一

次，重点区域监测每小时一次”系统，监测数据为当地政府工作开展提供重要支撑。全

链路、全流程、一体化的秦岭保护志愿服务平台为高校志愿者提供注册、管理、资源共

享、在线培训等内容。生态环境监测平台为志愿服务平台提供数据并智能标注异常，赋

能志愿服务网格体系下西电秦鄠卫生态保护小组解决可能存在的生态破坏问题，并通过

举办环保讲座、制作宣传资料等方式，开展环境教育和宣传活动。在三方合力驱动下，

实现数智秦岭“监测、响应、反馈、解决”四步走治理闭环，引领生态保护新范式新业

态的生成，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陕西样本”。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将科技融入志愿工作，推广”科技+志愿+秦岭“模式。

 助力生态保护，利用系统为相关单位机构提供空天地一体化卫星监测数据分析结果，

建立全面准确的秦岭生态数据库。借助”守鄠秦岭“公益志愿服务系统，派发经获取分

析的数据给网格员落实改善。实施志愿普及，志愿团队网格员的宣讲活动使各大高校的

学生、秦岭附近村民对秦岭保护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生态保护意识显著提升。

秦岭环境保护志愿活动的实地开展，调动更多高校同学参与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意识显

著提升。助推乡村振兴，秦岭生态环境的改善推动了当地发展”定制化菜品“或体验”

种菜收菜“等特色农业、沿线旅游业，吸引大量游客又推动了当地非遗传承的文化发展。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志愿者管理方面，我们根据志愿者专业特长分别设置技术志愿服务组、数据监测分析服

务组、线下志愿服务响应组、培训宣传招募组等。我们设定了具体的条例行为规范，设

立了专门的项目管理团队。包括志愿者管理制度、活动安全制度等。志愿者管理制度的

招募标准和评估机制，保证志愿者队伍的稳定和质量。同时，专设秘书处负责志愿者的

日常协调、任务分配和服务监督。

 志愿资金分配管理制度方面，资金主要来源于学校对科研项目的支撑以及志愿、环保

等相关领域爱护人士的支持等。我们合理设置志愿者餐费、保险费、交通运输费等费用，

如2023年项目拟出资金规划餐费25200元、保险费20000元、交通运输费26400元，以及其

他支出10000元。

 科研技术支撑方面，学校长期深耕电子信息领域前沿技术研究，项目团队汇聚了在卫

星遥感、大数据等学科领域的优势科研和管理力量，由国家级领军人才、欧洲科学院外

籍院士焦李成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李云松教授担任联合实验室主任。

2022年2月，西电发射了我国首颗针对秦岭全域防治和保护设计的“西电一号”卫星，现

已成功在轨运行与应用。我们也有完善的平台支撑。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组织架构方面，团队采用4+N管理方法，设立4个部门，下分设N个支队开展活动：（1）

联络组织部（即合作洽谈小队）负责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建立合作关系。获得政策

指导和资源支持，加强项目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2）技术运营部：每周进行1次实地

图像收集，并且根据图像处理结果进行任务规划；（3）志愿服务部：设置技术志愿服务

组、数据监测分析服务组、线下志愿服务组、培训宣传招募组，每周外派一支队伍进行



志愿实践，每周一支队伍负责平台维护以及每日志愿审核调度；（4）宣讲团：共4支队

伍，1支队前往合作基地开展宣讲活动；2支队每周前往高校课堂进行秦岭宣讲；3支队每

月为社区网格化负责人培训宣讲；4支队每月开展志愿宣讲培训活动。

 志愿者制度体系方面，我们制定了志愿者管理制度、志愿者活动安全制度、志愿服务

记录制度等。志愿者管理制度以其招募标准和评估机制保证志愿者队伍的稳定和质量；

志愿者活动安全制度关注志愿者的安全保障，在野外活动中确保志愿者的安全意识和操

作规范；志愿服务记录制度记录志愿者的服务时间、内容和成果等活动产出，为志愿者

的认证和表彰提供依据。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服务模式

 （1）与当地政府合作。将西电一号卫星采集数据及实时云系统效果、空天地一体化监

测保护平台授权相关职能部门，提供配套系统服务，赋能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提供西

电一号卫星所采数据集，通过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提供给政府用于科学决策和项目改进。

 （2）与周边高校合作。搭建数字化秦岭保护志愿服务平台，为高校志愿者提供注册、

管理和资源共享功能，提供在线培训、任务发布、志愿者社区等内容。西电一号卫星所

采的数据集也为监测生态环境变化给予支持，使人为保护工作有科学依据。

 （3）未来我们将会把该系统移植到更多生态保护场景，如黄河流域监测等，助力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促使该项目走向国际市场具有广阔前

景，推动可复制可推广的“陕西样本”成为面向世界的“中国样本”。

 2.运营模式

 （1）通过公益服务得到政府、高校认可的同时，不断通过技术升级、项目改进进行服

务延伸，带动企业投资，推广项目模式及其配套产品设备销售，申请技术企业商业项目，

与西安电信有限公司等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2）与秦岭相关峪口村庄达成合作，建设了以栗峪口村为代表的乡村的三维数字孪生

系统，打造峪口旅游新范式。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1.存在困难：

 （1）技术难点：数据集成和共享过程中整合来自多个传感器和监测设备的数据，建立

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共享机制时攻破数据格式转换、数据集成等方面的技术难题。

 （2）实践难点：志愿者使用无人机进行图像采集的区域受限，由于树木、电线等原因

限制图像采集设备类型，需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采集手段。

 2.下一步打算：

 （1）将该系统移植到更多山脉、河流等生态保护场景之中，如黄河流域监测、湿地保

护监测等，助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促使该项目走向国际市场具有广阔前景，可将其应

用到中亚等地区的生态保护，推动可复制可推广的“陕西样本”成为面向世界的“中国

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