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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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全栗以富志愿服务队

申报方式 社会申报

项目类别 乡村振兴

项目实施时间 2018-07至2023-08，共计61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武汉大学“全栗以富”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18年，团队始终秉承“科学技术引领乡村振

兴，志愿服务诠释最美青春”的团队精神，将目标聚焦于湖北省罗田县板栗种植产区，

旨在通过技术赋能助力罗田板栗的产业发展。针对当地面临的“难采难摘难卖”这三大

难题，该团队打造了“两线同步+四位一体”的专属助农模式。技术端双线并行，研发出

全国首台板栗自动采摘-收获一体机器车，并以“学生志愿者+专家下乡讲+土秀才示范”

的方式推动技术的真正落地；销售端四措并举，网红合作协助农民带货，打造特色产业

IP，提出“音乐+数字”创新路径，开发喜相逢模式带动第三产业。多条路径，多种形式，

团队将技术与志愿高度融合并不断完善实施方案。截止目前，该团队累计招募志愿者328

人，开展活动45余次，项目成果已在湖北省20余个县市区推广，有效帮助75户栗农，带

动产业增收550万余元，真正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的三效合一。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自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成效和反响。志愿服务队先后获得人民日报、

中国日报等权威媒体、各类地方媒体报道20余次。团队无人系统和现代农业系统成果获

得央视报道，队内成员多次受邀在自动驾驶论坛进行定位技术演讲，并与多个公司和技

术中心展开深度合作。团队技术成果获得包括现任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前湖

北省委书记等领导的认可和支持。在帮助脱贫方面，累计帮助75户栗农共284人摆脱贫困，

人均增收1100元以上，总收入增加340万元，是之前的15倍。在文化方面，志愿队牵头举

办四届栗子旅游节、栗子文化节等活动，并与罗田当地13所实验小学建立合作关系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志愿服务团队拥有高校多领域专家老师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与指导，团队顾问乡镇领导

和业内专业人士分享自身经验，提供实际操作指导。经过科学研讨，团队分为组织策划

组、技术后勤组、财务管理组、宣传营销组等四组，组织结构合理有效。团队预算充足，

前期公益基金募集充足，在与企业的合作与商讨中获得充足投资，并获得当地政府的政

策支持与补贴。在项目运行过程中，果实采摘车造价较高，团队使用先免费使用，盈利

后按比例再结算的模式运营。同时，还可出售采摘车或相关技术专利予企业以扩大盈利。

 团队与中科院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杂交水稻等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团队专利高精

度自动驾驶动态地图与北斗卫星融合定位技术” 获批“十四五” 重点研发专项9800万

元经费。与知名媒体合作，获得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权威媒体、各类地方媒体报道20

余次，收获大量关注。与知名网红企业家合作，手把手教农民直播带货。牵头举办4届栗

子旅游节、栗子文化节等活动，与当地13所实验小学建立合作关系，提供校外实践基地30

余个、引导罗田板栗文化发展。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该团队实行四级组织模式，具体分为组织策划组、技术后勤组、财务管理组和宣传营销

组。董浩澎同学带领的组织策划组负责活动总体协调并联系指导老师，组织进行板栗实

验园建设。耿全政同学带领的技术后勤组负责技术攻克与产品研发，同时进行志愿活动

的物资收集和团队日常管理。朱禹鑫同学带领的财务管理组负责项目资金管理和财务收

支记录审核。王小果同学带领的宣传营销组负责信息收集与团队宣传，运营公众号及网

站，并设计制作宣传物料。

   截至目前，团队累计成员已达450余人，核心团队成员突破80人。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立足罗田板栗所面临的两大困难——采摘难，销售难，“全栗以富”项目组开创性地发

展出“两线同步+四位一体”的专属助农模式，以极强的针对性和独创性提供了方法。

 “两线同步”聚焦于采摘困难。从技术层面，项目组关注时事，顺应“十四五”方向，

与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依托最新技术打造了全国首台板栗采摘收获一体车，从源

头上解决了人力采摘的困难。从认识层面，在专家与学生志愿者宣讲的同时，项目组同

样与“土秀才”合作，由本地领头羊示范，推动技术落地生根。

 “四位一体”落脚于销售困难。其一，乘着新媒体“直播带货”的浪潮，项目组与知

名网红企业家合作，手把手向农民传授直播带货的成功经验，授人以渔，少走弯路。其

二，首创“音乐筑梦+数字助农赋能乡村振兴”模式，既借助青年新方式发出“全栗以富”

新声音；又将板栗故事带入校园，已在全国20多所高校举办活动，累计参与人数破万。

其三，打造特色IP“西小木”，不仅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拉近距离，提升文化附加值；也

作为智慧溯源系统，契合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需要。其四，打造“喜相逢”模式，发展“城

市会客厅”“乡村团建”等功能，借第三产业引人入村，注入活水。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第一，是项目的社会性。作为新生事物，社会对“罗田板栗”和“全栗以富”项目了解

较少，知名度仍有待提高。接下来项目组将从“大众参与”“大众分享”两方面入手，

真正帮助罗田板栗走入人心。“大众参与”指与政府、志愿组织、学校等机构合作，以

研学、志愿活动、乡村旅游等多方式，提供板栗及其衍生产品，契合不同群体需要。“大

众分享”指提供高质量板栗产品，稳扎稳打，为社会的认可奠定基础。

 第二，是项目的可持续性。只有具有自我造血机制的项目才能行稳致远。项目组将立

足于罗田板栗现状，结合权威可信的新研究成果，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既不断增强

参与者信心，又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

 第三，是项目的抗风险性。市场经济本就具有不稳定性等潜在风险，市场启动也是相

对漫长的过程。因此在发展中尤其是起步阶段，必须以谨慎的态度加以对待，保证合法

性与安全性；同时建立更为完善的自我风控体系，增强风险应对与承受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