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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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宋文会•向世界分享宋代美学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文化传播与旅游服务

项目实施时间 2018-09至2023-08，共计59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本项目秉承“向世界分享宋代美学”目标愿景，“传承认知，格物创新”宗旨，以“以

器载道”为方法，以【文化场景营造】、【雅集活动】、【文创产品研发】、【美育研

学】为做法，形成独特“沉浸式”体验、活动、交流、教育的推广模式和文化内容产品。

依托高校“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产学研用实践成果，践行中华美学精神与人民生活相

融合，成立宋文化研究协会，建立“雅宋文会”志愿者团队，与社会力量形成联盟合力，

基于对河南省文旅十四五规划“如何打造中华美学IP”、“如何进行宋代美学的活化应

用”等建言献策及办法作法的实施，实践传统文化“火起来”和“传下去”，对传统文

化的有效“双创”，更好实现文化自信和提升文化软实力。实施聚焦计划，项目主体设

定为“宋代美学的生活实用性的古为今用”，通过对宋代美学的提炼与挖掘，立足中原

雅致文化“宋代文人文化”，运用多学科融合的新学科概念，开展和输出高品质的文化

内容服务。在专业研究融合学术实践、政策建言、实战项目的背景条件，进行国际文化

交流活动，有引领性、落地性，塑造文化双创、世界传播的美学IP品牌形象，进一步夯

实中华美学IP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形象。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依托高校产学研用，应用宋代美学的专业实践及中华美学理念的普及推广。

 1、在美学场景营造、文创产品研发：与建业集团共同打造“宋文化体验馆”，“只有

河南”项目联营“戏分茶”；与漯河市博物馆联合打造文创空间；打造市第十九中学“陶

瓷里的河南”艺术工作坊、先锋新六艺家学中心“上河茶苑”。

 2、在文化雅集活动、美育研学教育推广方面：面向社会进行“公益讲堂”、体验活动

超120余场，实现“全龄化、全域化”的美学传承布局，进校园、推研学等完成超1200课

时。

 3、国际文化交流方面：策划执行国家文旅部的“茶和天下•雅集”（日本大阪站）活

动；策划并执行“茶和天下•乐以大合”和合文明论坛（新加坡站）的沉浸式艺术展览。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学校及负责人组织展开团队架构，基于“河南省工业设计研究院”、“宋代美学研究中

心” “中原传统文化艺术研究所”、“非遗项目文化传播中心”等共同搭建基础平台。

校内社团与社会志愿者联盟：团队负责教师开设《宋代美学的雅事活化》公选课，结合 

“国潮宋潮”热度，深受大学生极度热爱，成立“宋文化研究协会”，兴趣小组“点茶、

插花、焚香、书画、诗词吟唱、器物修复”的召集，形成大学生接力棒和新生传承力量；

校外的文化活动和美育课堂推广，形成社会志愿者热衷群体。

 校外联合力量：与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智慧化中心战略合作非遗直播间、美

学实验室，导入“河南慈善总会”，形成高校、政府、社会募捐“非遗+慈善”新融合；

与河南艺术中心、河南省妇联/省市妇女儿童中心、河南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单位长期课程

及活动输出。

     运营机制及资金保障：团队负责人主导、学校学院及校内外协会、机构及志愿者

联合形成团队架构；作为校内外、国内外的公益活动和创业项目的联络执行全职人员8位，

项目为单位来组织调配岗位人员执行。运营资金来源慈善募捐、公共文化服务政府采买、

横向/纵向项目经费、产学研用服务收费、社会实践成果转化等来保障项目正常运营。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组织治理优势前提，负责人所在设计艺术学院施行教学改革的工作室制度，对于师生共

创的组织机构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具有绝对优势，保障项目持续发展。教学课程及实践

以实际项目背景展开课程实践环节，进行宋代美学及关联文化、非遗资源的保护再利用

的社会服务实践，对文化挖掘、梳理和文化价值转化研究、文创设计及研发方面进行文



化价值转化更好促进项目创业。

 组织管理机制的建立：从项目立项、确定目标、标准化制定、内容和计划、经费预算、

阶段性验收、创新转化预期成果等，都通过组织管理来进行实施和执行步骤，有助于成

果转化，更大的发掘传统文化传播和传承价值。建构组织架构、项目合作平台机制、全

职人员岗位机制、兼职人员岗位机制、校内协会组织成员及机制、校外志愿者工作量化

标准及管理机制、岗位培训机制、项目组织和执行办法；校外联合机构合作机制及阶段

性研讨会工作安排、专家指导办法等。

 根据项目内容制定计划，依据配套条件和人员投入和分工，建立有效的管理部门和协

调机制，成立人员组织办公室和专家组；建立有效的产学研联合机制，结合政府部门、

执行团队、相关企业多方参与，发挥集群优势；建立知识产权与成果管理和权益分配。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非遗的保护传承再利用的国家民众所需、社会使命的基础

上，教学改革的工作室制度，强调设计赋能、注重产学研用，师生依托实际社会需求，

逐渐形成的“公益+双创”的互相转化、良性循环模式。

     根植中原文化，锁定“宋代美学”世界通识语言，高质量发展需高品质生活营造，

将传统文化活化、非遗生活化的理念植入，形成“以器载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产

学研用实践。根据市场化需求，器：【美学场景营造】、【文创产品研发】；道：【文

化雅集活动】、【美育研学教育】。四大业务版块，用文化活动、美育研学作为社会服

务的公益形式进行文化传播和美育普及，同时基于多年产学研用实际项目成果，与政府、

公共文化机构、企业等进行项目委托设计，将文化场景营造设计、文创产品研发设计等

结合文旅项目、城市文化地标、博物馆文创空间、县域文创农创设计、非遗传承提升设

计、非遗研学课程设计等进行应用场景应用，与河南省非遗保护和智慧化中心的深度文

旅文创融合实践，“河南慈善总会”资助正在建构对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精准帮扶。依

托架构的项目团队联盟，建构项目合作及分配制度，减少日常运营成本，实施项目合作

平台机制，根据获利情况分配。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

 1、专业的市场策划、营销人员缺失：因事物产生的初心与属性不同，一度主导经济收

入为第一本，导致市场策划、营销专业人员避开公益不谈，个人或组织的公益事业发展

规模受限；2、专业的信息化管理技术不完善：由学校组织、负责人主导、校内校外志愿

团队，有全职人员8位，项目所需逐渐增多，以项目合作机制为基础，需要实时信息的同

步，择选团队成员、分配工作任务、收益分配等有重要作用。3、项目应用场景落地后的

地方运营待提升：项目结合应用场景的落地，后续运营人员的文化素养及文化产品理解

不够，造成后续运营成效跟不上。4、需借力宣传平台：传统文化、非遗传承的生活智慧、

造物智慧，文化本体极大优势，执行形式有全国引领性，宣传媒介仍欠缺。

 下一步打算：

 1、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尝试运用科技手段进行信息化管理。

 2、完善运营服务版块，对人员上岗培训、素养提升、项目后续运营标准及人员培训做

完善，健全人才储备机制。

 3、宣传平台多构建，整合当地媒体、完善新媒体，做到更全面的线上传播和转化。

 4、针对国家级项目、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力争机会直接向有关部门申报，减去中间委

托，直接高效地执行高标准高品质的文化项目和活动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