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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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路腾“非”青年援非志愿服务公益创业项目（原倾听非闻青年援非志愿服务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其它

项目实施时间 2019-03至2023-08，共计53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丝路腾“非”青年援非志愿服务公益创业项目依托浙江交工海外项目平台，在“一带一

路”战略背景下，致力于通过公益培训，帮助当地居民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志愿服务队伍由浙江交工海外员工组建，成立于2019年3月，现有志愿者60余名，中方

志愿者35人，非洲志愿者近30人，平均年龄28岁，中方学历皆为本科以上。

 志愿服务从“技能”“安全”“文化”三个维度进行。

 “技能”是发挥技能优势。为当地企业员工、周边无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如机械操

作和维修、测量放样、路面质量管控等，教授当地妇女种植蔬菜和烹饪方法，制作手工

艺品，帮助她们提高谋生技能。

 “安全”是开展人身安全及疾病防控宣讲。通过发放防艾防疫物资，印发英文防病防

疫知识手册，开展安全与疾病防控宣讲，帮助建立安全理念，减少疾病传播。

 “文化”是开展中国文化课程。项目走进孤儿院和小学，教导儿童学习汉语，了解中

国文化。

 2022年起，为解决因服务对象增加导致的服务成本不断攀升问题，项目开创了丝路腾

“非”“1+3+2”的公益创业模式，在提供公益培训服务的同时开创性地开展营利性培训，

增强自身造血能力，以实现志愿服务持续滚动发展。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1.社会认可度高。志愿服务实实在在帮助了非洲青年及妇女，提高了他们的就业能力、

生活能力和家庭收入，也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增长。飞翔培训中心成为卢萨卡社会保障部

门权威认定的教育培训机构；2020年11月荣获赞比亚卢萨卡市社会保障部门优秀志愿服

务团队，得到了赞比亚政府及社会的高度认可。

 2.服务团队已形成规模。项目实施以来，除培养一批较为专业的志愿服务者外，有许

多属地青年、妇女也陆续加入这个团队，进一步扩大志愿服务项目的社会影响力，项目

也从赞比亚辐射到了周边三个国家。

 3.教育培训资源丰富。志愿服务项目获得了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以及卢萨卡教育部

门的大力支持，使得教育资源得到保障。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制度保障。浙江交工集团母公司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印发了《浙江省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管理办法（试行）》，鼓励和规范志愿服务活动，在

制度上对志愿服务团队进行了有力支撑；

 2.资金的来源。丝路腾“非”青年援非志愿服务公益创业项目的经费一方面由浙江交

工集团与其下属南部非洲区域总部承担，主要来源于浙江交工专项预算及海外项目盈利；

另一方面通过为企业、政府、高校提供创收培训增加经济收益；

 3.资金的使用。必要的培训费、餐费、交通费、保险费、活动费等；

 4.加强资金保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对于推进援非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的各项内容，

要纳入到年度预算中，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开展援非志愿服务活动。同时，积极充分利用

社会资源和积极争取社会资金，为援非志愿服务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5.强化监督检查。为确保经费足额投入到志愿服务活动中，项目将加大活动经费的监

督力度，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项目负责人、公司纪检、公司财务组成6人资金监管队伍，

保证活动经费能够足额、充分、高效地使用，严禁挤占、挪用。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招募遴选：志愿队伍选取南部非洲项目中方员工及所在国具备专业资质的当地人，年

龄在18-45岁之间，具有专业技能且积极热情愿意投身志愿服务事业；

 2.组织培训：为期3个月的系统培训，培训期满开展现场模拟授课和问答考核，培训平

均分高于80分则通过；

 3.注册登记：实行志愿者登记制度，全体人员档案实行规范管理；

 4.服务管理：将志愿队伍划分成三个行动队，分别是以党员为主体的赤焰中国龙突击

队、以团员为主体的倾听非闻青年军和以女职工为主体的笑语凤凰花团队，党员突击队

主要针对艾滋防控等疾病防御开展宣讲，团员青年军队伍主要针对青年技能培训、女职

工团队主要针对妇女儿童生活技能培训、文化交流、人身安全普及、饮食卫生等活动；

 5.记录认证：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各项内容需在志愿服务活动结束后10个工作

日内完成记录并归档；

 6.激励保障：项目将为志愿者提供交通、食宿、通讯等保障，并通过服务积分、时间

储蓄对志愿者进行排名，排名靠前者有权优先获得项目和其他志愿者提供的服务；

 7.宣传推广：公司党委工作部及所在国媒体会对志愿服务项目的经验进行推广和宣传

表彰，并在年末进行志愿者等先进典型宣传推选。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3+2”公益创业模式

 “1”：围绕施工企业中心工作，通过技术培训削减企业用人成本，通过培养人才、输

送人才的方式与当地政府和中资企业建立人才共培、区域共建的友好联盟，提升项目落

地水平，反哺社会。

 “3”：针对当地无业失业青年、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免费提供技能、生产生活、文

化培训；针对企业、政府、高校开展三种创收培训模式：一是面向企业，对供职中资企

业、当地企业的技术人员提供技能操作、放样测量、机械操控等技能培训；二是面向政

府，对政府推荐的企业与个人开展创收培训，帮助弥补因地区行政差异导致的政府职能

缺失；三是面向高校，与赞比亚大学等当地高校开展校企合作，将飞翔课堂作为学校实

训基地，对在校学生提供实操型技能培训。同时，循着“地瓜理论”的指引，推动属地

成员对外开展培训课程，将“地瓜经济”的藤蔓延伸至南部非洲区域总部周边。

 “2”：对培训盈利资金分两种渠道进行使用：30%资金用作团队后续持续开展公益服

务活动的运营资金，实现志愿服务持续滚动发展，70%作为扶贫专款无偿捐赠给当地学校、

孤儿院及特别贫困家庭等。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

 1.非洲经济发展落后，部分地区社会治安不稳定，在当地开展志愿服务可能存在自然

环境和社会因素带来的人身意外风险。

 2.种族差异、文化差异、信仰差异以及阶级差异较为明显，意识形态工作有待进一步

加强。

 3.“一带一路”进程不断加快，中非合作不断深化，“海外交工”的市场版图不断拓

展，技能培训志愿服务体系仍需要不断完善。

 下一步打算：

 1.将服务地点尽可能安置在项目建设营地内，加强项目安保力量，为志愿者购买人身

意外保险，并配置完善的医疗团队和医疗措施。

 2.严格贯彻“四舍五入”（“四舍”即舍弃种族差异、文化差异、信仰差异和阶级差

异；“五入”即入眼、入耳、入脑、入心、入情服务）理念，为学员上好第一堂课，同

时配备商务翻译、心理疏导和政府兼职教育工作者。

 3.将项目经验在浙江交工其他市场版图乃至其他中资企业复制和推广，促进更多的文

化交流，促进中非友谊；形成“造血式传帮带”的项目服务理念，让学员主动为服务社

会，反哺社会，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为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贡

献中国智慧和青春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