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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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猫森林蜜——以生态产品助力国家公园乡村绿色发展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环境保护

项目实施时间 2019-08至2023-08，共计48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华泰证券作为江苏省省属国有金融企业，始终以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投身公益事业，响

应国家战略导向，助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19年，公司青年员工组建“益心华泰”

志愿服务队，通过生态产品助力国家公园乡村绿色发展，开启公益创业探索。探索始于

四川平武县关坝村，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入口社区。当地传统资源消耗型产业发展受限，

基于自然资源禀赋的中华蜜蜂养殖产业所产出的蜂蜜本是优质生态产品，但由于缺少宣

传，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突出重围，销售困难大。为解决这一难题，志愿服务队与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专家合作，为当地蜂蜜注入“生态+公益”元素，升级“熊猫森林蜜”

品牌。项目通过保障可持续生产方式、讲好社区保护故事、打造文创产品等方式推动长

江上游生态产品与长江下游江苏等东部市场资源有效对接，拓宽当地群众脱贫致富渠道，

实现“好生态—好产品—好收入—好社区—好保护”的良性循环。当地群众参与保护的

热情随之增加，社区可持续发展机制逐步建立。2022年3月，“熊猫森林蜜”获得大熊猫

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特许经营授权。全年关坝村实现蜂蜜销售2.2万斤，村民直接收益90余

万元。2023年2月，《关坝村的“甜蜜事业”》专题报道登上新闻联播。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经济价值：2022年关坝村实现蜂蜜销售2.2万斤，村民收益90余万元；2019年以来，熊猫

森林蜜的故事吸引公众探访关坝所带来的自然教育收益超30万元。

 生态价值：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使大熊猫、金猫、林麝、水獭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回归。当地村民自豪感提升，更主动参与生态巡护。

 2021年，以关坝为例的生态扶贫案例“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双赢模式”入选“全

球减贫案例”；2022年，关坝被评为绵阳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志愿服务队更通过在上海、江苏和浙江举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展览、华夏公益论坛、

公司公益市集，向公众、员工、上市公司、新闻媒体推广熊猫森林蜜产品，拓宽产品销

售渠道，也吸引更多人投身生态保护。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华泰证券提供公益资金支持项目开展，“益心华泰”志愿服务队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专

业人员提供有能力、有意愿的青年志愿者资源，并广泛凝聚专业NGO、科研机构、当地村

民力量，帮助提升产品的商业能力，建立收益反哺社区的回馈机制，使项目具备吸引更

强政策、商业和公益资源的能力，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村民巡护队守护生态基石：由村民组成的巡护队定期开展森林巡护并配合保护团队进

行物种监测，守护国家公园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高品质熊猫森林蜜的生产打下基础。

 科学制定养蜂标准确保产品品质：由中国农科院、四川省养蜂管理站进行技术指导，

制定熊猫森林蜜标准，按照可持续生产原则，要求在大熊猫栖息地核心区森林、远离人

类居住地3公里以上地区定点养蜂，且仅分繁本土物种中华蜜蜂、一年取一次蜜，以促进

本地森林繁盛，持续产出高品质蜂蜜。

 收益反哺社区治理及可持续发展：熊猫森林蜜销售收入的10%捐赠回当地社区，成立“社

会保护与发展基金”，改善村民生活条件、支持乡村公共事务，如购买新农合保险、修

路、架设路灯等，吸引村民长期参与生态保护及生态产业。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华泰证券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提供公益资金支持项目开展。华

泰证券招募有营销策划、市场推广、视觉设计、摄影摄像等技能的员工组成“益心华泰”

志愿服务队，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不同专业背景成员组成保护中心。项目团队践行志愿

服务精神，成员均有丰富的参与或组织公益慈善活动的经历，具有调动不同领域资源的

能力。



 定期调研，了解需求：“益心华泰”志愿服务队定期前往乡村，了解合作社在森林巡

护、产业发展方面的问题和需求，并及时回应。如2020年调研发现产品营销亟待升级，

志愿服务队成员杨宁忻结合产品故事设计了全新包装，开发的“熊哥蜂妹”吉祥物深受

欢迎。

 科研助力，强化培训：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合作社的支持下，开展各类科研活动，深

入研究熊猫森林蜜的影响因素，制定严格的生产和品控标准，并不断改良养蜂技术，提

升产品品质。定期开展培训，帮助村民提升家乡环境的认知和保护的责任感。

 打造标杆，良性循环：保护中心依托华泰证券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媒体网络，积极

宣传有代表性的蜂农、志愿者故事，提升熊猫森林蜜的影响力和产品溢价，带动更多村

民加入合作社。通过组织研学、自然体验活动，吸引更多城市公众深度了解熊猫森林蜜。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该项目整合了金融机构的市场营销能力和保护机构的专业知识，带动更多科研团队深入

研究熊猫森林蜜，持续改良养蜂技术和保护方式，为产品质量的提升提供扎实基础；聚

焦资源链接与赋能，提升当地社区及村民的增收能力，形成了“好生态—好产品—好收

入—好社区—好保护”的良性循环。

  “熊猫森林蜜”，既是质量过硬的森林友好型好产品——当地社区通过养蜂保护了有

益于大熊猫栖息地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中华蜜蜂种群，也是“两山转化”的好故事——

将长江上游的优质生态产品与长江下游江苏等东部市场资源有效对接，建立城乡连接。

来自生态产业的经济收益反哺当地生态保护，公众通过“熊猫森林蜜”也更直观地理解

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保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被进一步激发。

 该项目日益凸显的社会效益进一步激发了“益心华泰”志愿服务队的创业热情，也在

更大范围内推动更多元的社会资源支持，在志愿服务队的推动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

基金会捐资50万元支持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吸引了四川、陕西秦岭、

甘肃白水江等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周边其他社区前来取经，推动该模式在更多地区复制，

不断提高熊猫森林蜜的潜在产能，推动该公益项目可持续实施和发展。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项目推广需要更充足的人力支持：生态产业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对保护团队的专业要求

很高，亟需更多拥有专业保护经验、品牌策划与推广经验的骨干人员加入。下一步将在

华泰证券及上市公司客户内招募更多有特定技能的志愿者加入，扩大保护团队力量，将

以项目模式推广到更多国家公园周边社区。

 生态产品需要更稳定的销售渠道：目前熊猫森林蜜的销售渠道仍较有限，不少采购为

短期或一次性采购，波动较大。下一步拟寻找更多大规模分销商或稳定销售渠道，提升

产品的基础销量。

 项目发展需要更深层次的公众认知：为帮助关坝等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开展更丰富的自

然体验、研学活动， “益心华泰”志愿服务队正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指导下，联

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译林出版社筹划出版《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观察图鉴（暂定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