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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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老带小，以小敬老——社会心理志愿服务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为老服务

项目实施时间 2019-12至2023-08，共计44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离退休干部和未成年人是社会中的重要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需要社会的关爱和

支持。离退休干部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卓越贡献，现在正处于离休或退休阶段，一些老

干部可能面临孤独、健康问题以及对新事物的不适应等挑战。同时，未成年人则是社会

的未来，他们需要良好的成长环境、教育资源以及心理和情感上的支持。本着“以老带

小，以小敬老”的理念，自2019年12月以来，团队积极组织并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老

兵讲故事、共度佳节、手工义卖）等。老干部发挥了引领者的作用，与未成年人互动，

通过跨代际的支持和关心，老干部与未成年人之间建立了心灵的情感纽带，共同构建了

温馨和谐的社会。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1、项目已开展老兵讲故事系列活动7期，共度佳节系列活动15期，手工小组系列活动30

余期（包括义卖活动3期），累计服务时长约280小时，累计受益人数约1500人，累计服

务老干部和未成年人6000人次。

 2、项目获华龙网、中国老年报等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相关新闻媒体报道共计151篇。

其中，市级及以上3篇，区级5篇，微信公众号143篇。

 3、项目已为来自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高校的38名大学生提供就业实

习岗位。

 4、机构已将“以老带小，以小敬老”社会心理服务模式申请成为专利。

 5、项目旨在传承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促进代际交流和沟通以及传递社会正能量和促

进公益事业。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政策保障。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并强调要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同时，未成年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加强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教育是事关民族复兴 、国家富强、家庭幸福的战略工程。为贯彻和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机构重点打造“以老带小，以小敬老”关爱老人和保护

未成年人品牌。

 2、财务保障。该项目为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具备基础经济保障，同时，机构是一家以

专业心理服务为主的社工机构，有一部分公益服务经费收入。此外，还联动了爱心企业

及相关机构的社会资源。

 3、队伍保障。机构在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国际一线心理学专家的指导下开展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由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师、心理督导师为中坚力

量组成核心系统，是一支跨专业、年轻化、多元化、国际化的心理健康服务团队。

 4、阵地保障。该项目自2019年年底执行以来，由政府和社区提供专门场地。

 5、服务对象优势。项目具备丰富的老干部资源。老干部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能够

给未成年人提供有价值的学习和成长机会；同时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未成年人

能从老干部身上学习到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机构人员构架完整。由西南大学心理学部资深教授黄希庭担任专业督导，西南大学心

理学部教授汤永隆担任常驻督导，项目总负责人为陈琼，项目各个部分由经验丰富的专

业工作人员负责。

 2、各部门和岗位职责分明。（1）项目监督和管理：由一名负责人推动整个项目的进

行，并确保各个环节的协调配合。（2）志愿者管理：由专人负责建立志愿者档案，保证

志愿者的参与积极性，定期组织志愿者交流会议。（3）活动场地和过程监督：活动场地

应符合安全规范，由专人负责场地维护和管理，确保参与人员人身安全。（4）反馈与评



估：由专人负责定期收集志愿者、老干部和未成年人的反馈意见，了解他们对项目的满

意度和建议，并通过问卷调查、一对一访谈等方式进行评估，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总

结活动经验并提出改进建议等。

 3、完整的内部管理制度。机构管理制度与财务制度严谨，志愿者培训及管理机制完善。

 4、联动社会资源。机构联动各方将项目应用于探索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服务流程

和服务模式。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项目成果即为该项目的产品。该项目强调通过促进老干部与未成年人之间的互动和交

流，实现老干部的价值传承和未成年人的成长发展，重点宣传项目成功案例和双方互惠

互利的经验分享。（1）老兵讲故事。突出项目中老干部作为老兵的经历和故事，通过讲

述战争、困难和胜利的故事，激励和启发未成年人坚韧不拔、迎难而上的品质；（2）共

度佳节。强调项目组织老干部与未成年人共度佳节的活动，通过共同庆祝传统节日，促

进两代人之间的交流、情感沟通和文化传承；（3）手工义卖。突出项目组织手工制作义

卖活动，老干部与未成年人一起参与制作手工义卖，通过义卖的方式筹集善款，用于支

持弱势群体或公益项目。

 2、品牌建设。机构根据自身特点及服务模式，致力于打造“一老一小”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下的“以老带小，以小敬老”关爱老年人和保护未成年人志愿服务品牌，推动公益

事业品牌化，联动社会资源，逐步完善公益创业模式。

 3、增加大学生实践和就业岗位。增加社区服务网点，加强“五社”联动，增加专业人

员岗位，逐年增加大学生实践、创业和就业岗位。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1、存在困难。（1）安全风险：在活动中，可能存在物品不当使用、活动物资存在隐患

等安全问题；（2）健康风险：某些老干部可能身体状况较差，需要注意他们的身体健康

情况，并提供必要的医疗支持。未成年人也可能出现生病、受伤或过敏等健康问题，需

要及时妥善处理；（3）财务风险：项目的经费来源有限，导致在活动规模、宣传推广、

物资采购、项目可持续性等方面存在困难。

 2、应对策略。（1）制定详细的活动安全计划， 事先了解参与者的健康情况。（2）

积极联系企业、社会团体或个人，争取资源支持。（3）加强媒体宣传，倡导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建设的新型模式；（4）推进项目品牌建设，提高服务精准化及可复制性；（5）

完善专业人才队伍培养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