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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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灯育梦：青春助力高校社区治理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社区治理与邻里守望

项目实施时间 2021-03至2023-08，共计29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提灯育梦：青春助力高校社区治理项目，发挥高校青年人才聚集高地优势，聚焦当前

高校社区普遍存在的随迁父母及子女缺乏照料与陪伴、托管服务供应不足、社会适应程

度低、社会融入能力差等问题，通过自主开发科学的儿童托管课程体系与数字化时代老

年人能力提升计划、建立规范的托管服务模式，建构“高校志愿社团+公益组织+社会企

业”的合作机制，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志愿服务活动，增强社会公众对高校社区的关注和

支持，提高高校社区内随迁父母的社会适应与融入能力，增进高校社区内孩子的自主学

习能力和创新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也帮助大学生公益创业，最终实现教育公平、推动社

会进步。

   该项目以贵州省大学城各高校社区为试点，开展了一系列结合劳动实践教育、社区

发展为主题的志愿公益活动，将公益创业、志愿服务、劳动实践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育融为一体，有效改善当前高校社区存在的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邻里关系淡漠、

社区归属感不强、社区氛围淡漠以及高校人才归属感不足、人才流失等问题，真正实现

了教师为学生“提灯引路”，学生为教师子女及父母“育梦成光”，有效提升了居民对

社区的归属感以及居民自身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创新高校社区治理模式。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1.通过开发科学的儿童托管课程体系与数字化时代老年人能力提升计划，为“双减”

政策实施背景下的托管服务改革提供了高校智慧与解决方案。同时，有效减轻高校社区

教职工的生活压力，提升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以及居民自身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

感。

  2.通过引导青年大学生参与高校社区治理，吸引青年走进社区、参与社区治理，让青

年更有为，也让社区治理工作更多元、更有活力。改变了以往自上而下的社区治理模式，

为建设青年友好型省份与发展人才新高地提供了智力支持。

  3.高校参与社区治理，可以提升高校社区的形象和知名度，进而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

源进入高校，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增强高校社区凝聚力。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高校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保障

 良好的人才队伍是开展服务的首要前提。高校社区拥有高校多种资源，社区位于学校

内，交通便利，生活方便，配备有专业的医务与警务人员，且周围众多高校为补充，为

开展项目服务提供充足的专业实施人才与项目运营、督导人才，是该项目得以正常实施

与服务的质量和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

  2.高校提供丰富的智力资源支持

 本项目的督导团队大多为博士或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熟悉社区营造、儿童关爱、养

老服务等领域，能够在理论层面、经验层面和实践指导层面给予很好的保障。

  3.高校提供充实的财力资源支持

 本项目服务于高校社区，首先由高校提供专项资金，根据实际需求，合理分配资金，

确保各部分运营活动的资金支持到位。其次，与其他组织或企业开展资源共享和合作，

共同分担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建立了党建引领、权责明确、监督透明、公信可靠的治理架构，组织治理规范，管

理制度健全，核心成员稳定，专业能力互补协同，具备较强的内部治理能力。

  2.建立健全组织体系：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包括学生自治组织、教职工协会、物业

管理委员会等，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和运行机制，明确各自职责和权利，加强相互间的协

调合作。



  3.发挥学生自治作用：积极引导学生自治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学生自我管理和自我教

育。例如，实行学生自治管理让学生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

  4.加强信息交流与反馈：建立健全信息交流与反馈机制，通过微信群、信箱等及时收

集和反馈社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积极解决问题，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提灯育梦：青春助力高校社区治理项目，聚焦当前高校社区普遍存在的随迁父母及子

女缺乏照料及陪伴、托管服务供应不足、社会适应程度低、社会融入能力差等问题，发

挥高校社区可利用社会资源多元化、志愿服务项目师生反哺模式可推广、劳动实践教育

与志愿服务双向奔赴的优势，建立起“高校志愿服务社团+公益组织+社会企业”的合作

机制，形成“产学研混合型”的公益创业模式。

  青年大学生在开展志愿服务的过程中，逐步加深对高校社区“一老一小”群体的了解，

结合自身专业特长，自主开发出科学的儿童托管课程体系与数字化时代老年人能力提升

计划。同时，项目链接部分托管机构、民办幼儿园、儿童发展及兴趣爱好培训机构等资

源进入社区开展活动，有助于学生提升创业能力，在未来开设儿童托管教育中心、日间

照料中心等机构，从事相应的社区发展工作等。

  项目依托于高校社区丰富的社团、人才资源，为开展项目服务提供充足的专业实施人

才与项目运营、督导人才，是该项目得以正常实施与服务的质量和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

本项目的督导团队大多为博士或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熟悉社区营造、儿童关爱、养老

服务等领域，能够在理论层面、经验层面和实践指导层面给予很好的保障。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项目目前存在以下困难：

 （1）过度依赖政府购买服务：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人力、物力

等资源。目前本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学校及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团队自我造血功能有待

提升。（2）难以满足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诉求：高校社区治理涉及学生、教职工及其家属

等多个参与主体，不同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期望，协调和管理难度较大。（3）居民

参与度低：高校社区居民缺乏社区认同、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对于社区治理的参与度

较低，也影响高校社区治理的效果和水平。

 下一步拟采取的措施：

 （1）加强“自我造血”功能：本项目将加强对学生公益创业对支持力度，加强项目团

队成员自我造血功能。同时加强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协调和管理，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职责

和权利，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2）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等方式，提高参与主体的服务质量，降低治理成本。（3）推

进信息化建设：加快高校社区信息化建设，通过互联网技术、智能化技术等手段，提高

治理效率和水平，同时也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社区居民的参

与意识和责任感，形成高校社区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共同治理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