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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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青少年的奥林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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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至2023-08，共计31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项目是由共青团南昌市委、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南昌青巢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联合发

起，致力于在南昌市各县区的乡村中小学内全面进行体育文化建设，营造体育文化氛围，

大力提升乡村青少年校园体育教学、课外活动及师资培养、培训等方面的质量与水平，

推动足球、篮球等集体项目的发展。目前帮助的贫困青少年已超过1000名，激发孩子运

动潜力，筛选出具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组建队伍，链接专业大学生志愿者进行训练比赛，

帮助他们去到更大的舞台展示自己，拓宽人生轨迹的可能。项目通过与公募基金会-南昌

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在灵析、腾讯和支付宝等筹款平台开展网络募捐，线下开拓

政府、企业和爱心商会资源进行造血，项目得到快速发展和良性运转。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乡村青少年奥林匹克项目通过广泛开展运动会的方式增加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普遍性，

通过有针对性的开张运动队日常训练及比赛等方式帮助学生提升运动技能。具体而言，

该项目的影响力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竞技形态多样化。学校开展体育项目有助于提高学生驱动动机和竞技崇拜，形

成学生的人群世界观从而提升学生影响力。

 第二，跨组织影响机制。此项目在团市委的指导下有序进行，针对项目中积极参与活

动，积极配合的学校，会由团市委颁发表彰奖状，予以鼓励，对学校而言也是荣誉的获

得.

 第三，体育文化的可欣赏性。学生通过参与特定竞技项目获得一种认可，并通过“体

育文化周”的方式传播，有效推进学校体育文化影响力的不断更新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第一，完善的制度建设：完善的制度是一个好的项目设计、执行及评估的前提。

 第二，不忘初心的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一个项目设计的源头。中心自成立之初，便

深度参与到贫困乡村青少年的助学活动中，通过走访、资助等多方式深度参与乡村公益，

因此树立了帮扶救助乡村青少年儿童的使命，并为之奋斗至今。

 第三，科学合理的组织建设：中心的治理结构由理事会、监事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战

略咨询委员会）、办事机构组成。

 第四，多渠道整合资源：有合作的公募基金会-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线下由拓展

部同事开拓企业、政府和爱心商会资源进行造血。其次建立了团组织，发挥团组织优势，

通过共青团链接各高校志愿者作为项目执行后盾。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南昌青巢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以江西社会组织及乡村学校为服务主体，采用“育青英之才、

筑梦想之巢”的建设理念，秉承“聚合社会资源，推动社会创新，培育专业团队”的服

务使命，扶持江西社会组织及乡村学校发展。致力于为初创期社会组织提供包括场地设

备、能力建设等初期亟需资源，引导他们探索独立可持续发展道路。以均衡城乡教育发

展，将优质教育资源引入乡村学校为出发点，建设青巢爱心基地，帮扶乡村教育发展。

 1、完善组织框架

 2、完善制度建设

 3、建立团组织，发挥团组织优势，筑牢队建根基，不断推进工作创新发展.

 4、多方联动，获取政府、高校及志愿者团队等资源，建设长期合作的专业志愿者队伍，

为项目实施保驾护航。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乡村青少年奥林匹克项目以“让公益更阳光，让公益更持续，让公益更专业”为核心理

念。

 第一，让公益更阳光：用积极阳光的体育思维代替传统苦情的筹款思维，为乡镇学校

开展运动会、趣味体育竞技、自然户外营地节、专项运动队培训及乡村青少年奥林匹克

运动联赛等项目。通过参与体育项目，展现乡镇留守儿童积极向上的形象。

 第二，让公益更持续：联合体育培训方面的社会企业及大学体育专业师生，以“大手

牵小手”的方式，大学小学一对一对接，保证每学年至少开展一次运动会，学生在校期

间运动队每周不低于两个课时训练。做到校级运动会及运动队训练常态化，保障学生日

常有丰富的体育运动参加及可持续的专业体育运动指导。

 第三，让公益更专业：对志愿者和执教老师进行青少年心理辅导、专项技能、急救与

互救等方面的专业培训，保证其执教时的专业性。同时为了凝聚团队，针对志愿者团队，

专门开设为期三天两夜的教练营，使其在得到专业培训的同时看到自己更多延展的可能

性.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1、参加运动会的选手产生的安全风险、控制及策略

     学生可能因为体育运动而产生拉伤、摔伤等健康风险，可采取的风险控制策略有

（1）购买保险；（2）对教练进行安全要求，运动前一定要热身，运动后做好拉伸；

（3）对参赛本人进行运动注意事项的知识普及。

 2、项目资金不足的风险、控制及策略

 该项目虽然可操作性强，但是操作体量庞大，硬件改善投入大，很有可能超出项目预

算产生项目资金不足的风险。针对项目资金的问题，可采取的风险控制策略有：（1）利

用项目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基金会平台本身的资源，向社会多渠道募集项目资金，广

泛拓宽项目资金来源渠道；（2）优化资源配置，链接体育实体爱心企业赞助硬件。

 3、项目专业性不足的风险、控制及策略

 该项目存在专业性不足的风险，主要是因为项目团队成员大部分不是体育专业出身。

针对专业性不足的问题，可采取的风险控制策略有：（1）在社会上聘请专业的专项体育

教练作为顾问和指导；（2）邀请专业性强的项目专干负责项目总体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