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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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心港湾·筑梦起航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关爱少年儿童

项目实施时间 2019-09至2023-08，共计47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童心港湾·筑梦起航项目是由共青团江西省委于2019年开展的专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和

困境儿童的一个公益关爱项目，在村级层面建设以“一个童心小屋、一位童伴妈妈、一

套工作机制、一系列关爱服务、一批帮扶资金”为主要模式的关爱留守儿童阵地，开展

以“亲情陪伴、情感关怀、自护教育、精神成长”为主要内容的关爱留守儿童专项志愿

公益服务。通过家访校访、志愿服务等形式关心关爱留守儿童，从他们的生活和学习上

入手，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促进身心健康成长，项目先后获得第十二届中华慈

善奖等奖项。截至目前，团江西省委筹资逾 1 亿元，建设 1857 个童心港湾，开展关爱

活动 3 万余次， 直接联系服务留守儿童 15 万余名。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社会成效：

 结合留守儿童的实际需求，开展面向农村留守儿童的特色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建立和

完善了留守儿童档案和联系制度，推动“七彩假期”“流动少年宫”“12355青少年权益

维护”等各类志愿服务公益项目进驻童心港湾，关注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情况和心理、

生理状况，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灵关爱、心理健康教育。

 社会价值：

 在社会公众中推广公益理念，引导更多的人参与爱心公益，壮大志愿服务力量；通过

宣传和推介，引导社会公众关注和参与关爱留守儿童群体，助力项目运行；充分发挥组

织优势，常态化组织引导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队等在童

心港湾点开展实践活动，使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制度化、常态化。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党政高位推动。省委、省政府已将童心港湾·筑梦起航纳入省委党建工作要点、省委

改革项目清单、省政府民生实事清单以及全省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工程、幸福江西建设等

内容，形成了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共同参与推动工作格局。

 2.部门广泛参与。团省委会同省文明办、省乡村振兴局、省民政厅成立童心港湾项目

办，整合各类政策资源支持项目建设，发动75家省直厅局、105所高校依托各自乡村振兴

定点，整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乡村振兴、未成年人保护、省市县青志协等资源，帮扶

建设童心港湾项目点，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

 3.开展专业培训。由省市县青志协定期对志愿者进行系统培训，重点围绕志愿服务理

念、关爱留守儿童相关知识、专业技能等方面，提升志愿公益活动项目服务实效。

 4.整合社会资源。项目引导社会各界力量与资源支持童心港湾·筑梦起航项目，广泛

发动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等为项目筹集运营经费；集中组织动员青年志愿者、公益机构

及青年社会组织等开展童心港湾结对帮扶活动；推动“七彩假期”“流动少年宫”“12355

青少年权益维护”等各类志愿服务公益项目进驻童心港湾·筑梦起航。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健全组织架构。成立了由共青团、文明办、乡村振兴局、民政部门共同组成的江西省

童心港湾项目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团省委（省市县青志协全程参与），负责项目的总体

规划、协调和指导工作。市县乡参照设立项目办，明确分工，各有侧重、上下联动。

 2.压实工作职责。省级项目办负责建立工作协调机制、项目统筹指导、资金筹措、督

促检查和经验推广。市级项目办负责统筹做好项目资金筹措，指导县项目办做好项目建

设和管理。县级项目办负责项目管理和验收，童伴妈妈考核，指导开展活动。乡村两级

负责项目选址、申报、建设，童伴妈妈选聘和日常管理。

 3.明确工作任务。在省项目办的基础上，市县青志协安排项目专员协同配合所在地项

目办参与童心港湾·筑梦起航项目建设工作，制定志愿服务工作职责和工作计划，定期



开展志愿服务公益活动。

 4.广泛开展活动。挖掘当地红色文化和历史，开发促进少年儿童思想启蒙与成长发展

童心港湾·筑梦起航云课程，动员志愿服务团导师、青年志愿讲师团等力量走进童心港

湾·筑梦起航，常态化组织学习教育，把思想政治引领作为童心港湾的“必修课”。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项目建设方面。项目重点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学校、村（居）委会等现有场所资

源作为项目实施阵地，盘活阵地资源，整合当地志愿力量，节省了阵地建设和活动开展

经费。项目点选址原则上选择居住相对集中的、留守儿童人数达到15人以上的乡镇（街

道）、村（社区），目前已覆盖了全省所有县市区，建立1857个项目点。

 2.聚合资源方面。项目依托江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江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执

行和落地，集中组织动员青年志愿者、公益机构及青年社会组织等开展童心港湾结对帮

扶活动，推动“七彩假期”、“流动少年宫”、“12355青少年权益维护”等各类志愿服

务公益项目进驻童心港湾，引导社会各界力量与资源支持童心港湾·筑梦起航项目。

 3.项目筹款方面。拓展项目型筹款，发掘和利用好童心港湾·筑梦起航项目成熟的管

理运营模式和宣传影响力，加强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等公益基金的广泛合作，通过公

益活动和品牌宣传形式筹集项目资金。推动合作型筹款，积极发挥好共青团战线在搭建

合作平台、联系服务群体、开展主题活动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常态化、精准化地对相关

企业开展项目推介和合作，拓展公益志愿服务等方面的工作经费渠道。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1.存在困难

 （1）志愿者流动性大。目前大部分大学生志愿者仅有寒暑假能开展活动，且服务连续

性一般。从管理培训层面看，志愿者流动性大增加了管理时间和培训成本；从留守儿童

层面看，流动的志愿者能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增强留守儿童与社会的沟通交流能力。

 （2）志愿形式种类单一。广泛组织志愿者积极参与童心港湾·筑梦起航关爱留守儿童

公益志愿服务，但仍存在志愿组织信息沟通、资源整合、协调配合、活动内容等方面的

不足和短板，导致志愿服务活动主要以课业辅导、手工DIY、体育活动等为主，服务形式

不够丰富和多元。

 2.下一步

 （1）提炼典型案例。将依据《江西省深化童心港湾·筑梦起航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

项目的实施方案（2022—2024年）》具体要求，总结各地项目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经

验做法，发现问题不足，加强工作宣传，推广优秀志愿工作典型和经验，提升志愿服务

实效。

 （2）强化专业培训。各级项目办联合省市县青志协等有关机构，面向青年志愿者及组

织、童伴妈妈、项目管理员等开展定期培训，实现资源有效调配，提升专业能力，优化

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