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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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村一茶一味道——“青选至”乡村茶农增收志愿服务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乡村振兴

项目实施时间 2020-01至2023-08，共计43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青选至”乡村振兴团队成立于2020年1月，由厦门大学、浙江传媒学院与清华美院等高

校的市场营销、企业管理、法律等多专业师生组成创业团队，在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

 “青选至”项目针对乡村特色茶叶面临的公众无认知、茶叶无品牌、产品无市场的问

题，开展一村一茶一味道——“青选至”乡村茶农增收志愿服务项目。团队走进乡村，

聚焦乡村特色茶叶，以“一村一品”产业兴农为核心，遍访基地，遴选优质茶叶，与当

地政府积极合作，选择权威、有信誉的茶农作为上游供应商。在选品研究的基础上，团

队开展茶产品升级、开发和推广等服务，以“产品开发、资源导入、市场拓展、资金管

理”的“四轮驱动模式”赋能茶业产业发展，助农增收创收。团队志愿者以自身专业背

景加持，发挥所学，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建设发展从市场调研到宣传推广的各个环节，

累计志愿人数达300余人，目前已推出“一村一茶一味道”特色品牌7个，累计帮扶农户1800

余户，带动就业7000余人，茶产业增值690万，将茶园里的“绿叶子”真正变成农户致富

的“金叶子”。同时，项目打造“大学生团队+乡村能人”人才价值链，发挥先进典型引

领示范作用，吸引青年扎根乡村，实现乡村可持续化发展。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青选至”足迹遍布全国11省31县市，辐射百家企业、数十万消费者，志愿者行程超17

万公里，志愿时长2890余小时。

 推动品牌塑造，实现优势竞争。建立选品标准，甄选优质供货商，开展营销活动，感

动中国人物潘维廉担任代言人，助力乡村特色茶“出圈”，协助洽谈订单，累计销售产

品218万元。

 发挥技术优势，赋能产业升级。每斤茶叶增收是原来的7倍多，带动就业7000余人，茶

产业增值690万元。

 探索复制模式，着眼持续发展。迭代“一村一茶一味道”项目，推广特色茶文化，拓

宽茶源地，由福建辐射全国，建设茶叶特色品牌8个。

 乡村振兴入民心，示范效应显著。开展助农事迹宣讲32场，助农事迹获人民日报等32

家媒体报道。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青选至”团队创新服务模式，打造与乡村主体共享共赢发展的“四轮驱动模式”，以“产

品开发、资源导入、市场拓展、资金管理”赋能农业产业发展，形成“农户对接—产品

甄选—产品开发设计—新媒体平台带货—物流配送”的农产品推广销售全链条。

 （一）产品开发。团队根据专业所学，依据市场调研严控茶叶品质，开发创新产品，

构建青选至茶叶产品体系；成员帮助进行商标申请、产品包装设计，产品生产源码制作，

可溯源向消费者呈现茶叶品质，技术赋能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二）资源导入。发挥

高校智力资源，团队借助自然农法技术，提高茶叶产量与质量。打造“大学生团队+乡村

能人”人才价值链，形成1+1>2的效果；用好地方资源，调研、采访特色茶当地乡村第一

书记、创业返乡青年、从源头对接优质茶叶品种。（三）市场扩展。团队积极发挥各类

新媒体平台作用，通过公众号、直播带货等多渠道帮助当地茶叶与茶农拓宽销路；线下

与各政府部门、公司洽谈合作，对接需求，打造青选至茶叶销售体系，让茶叶卖得好。

（四）资金管理。团队收入的40%用于团队日常的运营、产品研发与实地走访开支费用，

60%的收益用于设立帮扶基金，反哺给当地农户，带动当地产业融合发展。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架构清晰。“青选至”团队实行“扁平化”管理，设有行政、市场、财务、技术、设计、

新媒体六大部门，且面向厦门大学所有学生招募志愿者。项目围绕“团队”与“志愿者”

两个核心，形成“14+N+N”即“项目核心成员+实践志愿者+日常志愿者”的项目运行机

制。

 人才核心。“青选至”团队现有核心成员14人，配备专业的顾问团理事会，其中顾问

团均由高校教授、创业指导专家或企业家构成，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优势。

 主动宣传。团队设立专门的公众号，发布实践与助农的故事与成效，吸引更多青年加

入乡村振兴队伍。加强与福建共青团视频号、厦门大学视频号的联动，扩大社会影响力，

为乡村振兴凝聚多方力量。

 团队发展。青选至团队自成立以来，以“骨干+志愿者”、老新互配、职位接替等形式

推进团队的建设与发展，开发完善志愿者培养体系与服务机制，累计形成市场、设计、

财务、物流等专业志愿者300余人，培训时长达1万小时，行程超过17万公里。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核心模式保障项目发展。项目团队采用“产品开发、资源导入、市场拓展、资金管理”

的四轮驱动模式，严控原产地质量，甄选优质好茶，打造乡村特色茶品牌。同时，科学

分配资金，将收入的60%投入当地产业发展，激励农户改良原茶品质，助力产业升级与农

业发展，实现农业产业化、生态化、可持续发展，项目累计开展乡村振兴宣讲会达32次，

覆盖线上线下青年群体53000余人，带动4000名余大学生为家乡直播带货。

 打通全链条带动产业增值。持续深耕福建乡村，以茶产业为支点，延伸到不同类别农

产品业务，通过农产品推广销售全链条模式，打通“从田间地头到消费者”的全环节赋

能，去除经销商环节，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通道，直接带动农业产业增值。

 技术赋能产业发展。采用自然农法理念，甄选优质特色茶源，推进绿色茶叶、质量茶

叶、品牌茶叶。新媒体拉动产品销售。线上通过新媒体直播引流，提高销量、提升品牌

知名度。入驻学习强国线上商城。线下与厦门航空、两岸文博会等合作，充分对接供需

两侧，助力农产品销售。

 “政校行企”协同发力。以政策为导向，发挥“校”、“企”资源优势，集中优势促

进当地茶叶产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产地产业链不完善，建立周期长，难度大，投入多，产业链的缺失导致成本

居高不下，助农增收效果大打折扣。

 未来展望：

 1、公益服务计划——打造区域品牌，提供增值服务

 通过将所得收益再投资，帮助农户重新投入生产建设、培育当地特色产品、开展产品

质量资质鉴定等，形成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闭环效应。扩大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品牌影

响力，帮助当地政府和种植户开发更广阔的市场，从而帮助农民实现增收。

 2、公益支持计划——推进电商培训，建设电商物流一体化

 将产品销售收入进行公益支持投入，对茶农进行种茶、采茶、制茶培训，引入电商培

训课堂，让农户也能与互联网电商接轨，进一步与地方政府和农户形成更加密切、长期

的全方位合作。

 3、公益加速计划——完善产地产业链，建成产业经济带

 在规模经济初步形成的前提下，协助政府进行招商引资、投资建厂等工作，在特色农

产品集聚地周围形成产业经济带，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降低供应链成本，提升产品价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