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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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生好菇 一生农情——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创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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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至2023-08，共计49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团队选择推广榆黄蘑的科技种植技术来助力乡村发展，因为榆黄蘑被称为“真菌之花”，

其味道鲜美，种植成本低，销售利润高，易打开市场，经济效益可观。为更好的服务农

户，结合“支农惠农兴农”政策，团队打造了“教育宣讲、种植指导、带动就业、销售

帮扶“的新型助农体系。我们拥有完整的服务体系，坚持对志愿者进行系统的培训，弘

扬志愿精神，让他们能以最饱满的状态服务农户。我们拥有完整的运营体系，坚持做到

每一笔收入都清晰明了，每一笔支出都有迹可循，为志愿服务提供资金保障。项目运行

至今，帮扶农户种植榆黄蘑120万棒，并建设食用菌种植基地1个，与两家大型食用菌种

植基地、长春远成物流公司、莱亿科技有限公司等达成了合作。我们还进行了技术创新，

对菌种进行了改良，菌种转化率提高了41%，产程缩短至25天左右，降低了生产成本，我

们还研发了液体菌株培养架，菌株纯度提高27%，降低了菌种病害率。并且通过与企业合

作，形成订单农业，打造成熟稳固的线上帮扶+线下指导双模式，解决农户种植、销售等

问题。服务已遍布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辽宁省等地，未来将辐射到西北、

西南等地区，让榆黄蘑产业成为真真正正的富农、兴农产业。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项目运行至今，帮扶农户种植榆黄蘑120万棒，并建设食用菌种植基地1个，与两家大型

食用菌种植基地、长春远成物流公司、莱亿科技有限公司等达成了合作。帮助榆黄蘑种

植户解决种植问题，带领农户脱贫致富；助力创业梦想，提供就业岗位，从实际出发，

通过创新创业解決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投身公益事业，传递社会温暖，团队成立“益

生健康、快乐无忧”奖学金，为签约的种植户家庭中品学兼优的孩子提供奖助学金，走

访附近的敬老院孤儿院，为他们免费送去营养的榆黄蘑产品，为公益事业献上绵薄之力。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我们的团队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热爱志愿服务事业，具有奉献、服务意识，能够白觉遵

守法律法规和团队的各项规章制度。团队具有稳定成熟的组织治理结构，志愿者队伍招

募机制、健全的志愿者队伍登记注册制度、完备的志愿服务制度。一是建立了志愿者招

募制度。加入队伍必须要以自身健康状况良好为前提，针对符合基本条件的志愿者进行

专业技能背景知识的划分，建立科学完善的信息库，以便后期合理科学的人员调配，确

保能够在岗位发挥最大效能。二是建设了应急志愿者管理信息系统。积极推动开展应急

管理工作，提供完备的资讯信息和技能知识，同时打造高度科学的数据库，将不同地区

各个行业的应急志愿者信息存储数据库，保障突发公共应急事件发生后能够第一时问充

分合理的调用各方资源。三是健全完善的管理志愿者的组织制度。加强统一领导指挥中

心，政府深入志愿服务组织，紧密政府性和民问性组织的信息整合、资源共享形成灵活

协调、高效运作的工作状态。四是建立了志愿服务回馈机制，激励志愿者积极参与活动，

增强志愿服务的社会尊重和认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志愿服务行列中。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我们拥有完整的运营体系，坚持做到每一笔收入都清晰明了，每一笔支出都有迹可循，

为志愿服务提供资金保障，确保服务能钐顺利持续的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发展基金。该

项资金运用于整体志愿服务体系的建设，基金的筹集方式主要来源于团队研发的榆黄磨

液体菌种售卖辅以政府、学校资助等方式，以合法化、公开化、透明化进行使用。积极

鼓励企业捐赠，进行技术性以及物质性文持，树立良好企业形象。联合各个政府单位，

结合政府职能性质给子专业技能和场地的支持等。二是构建应急志愿服务体系资金使用



的法律制度。用于保障资金合理科学地进行分配和使用，引导和支持更多形式的基金会

参与其中，明确详细规定在信息系统、基础设备、培训管理、灾害救助等方而的使用预

算和资金运行情况。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益生好菇志愿服务团队成立以来，吸纳优秀志愿服务成员，截至目前共注册志愿者150余

人，已开展147场志愿服务活动，实现了志愿服务活动的地态化、长效化、制度化，基本

达到志愿服务大众化目标。“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力扶持食用菌行业，吉林省“支农，

惠农，兴农”政策中指出：支持食用菌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发展食用菌产业，

助力农民致富。在大形势推动下，团队不断开拓进取，积极创新，依托省市级志愿者协

会，以志愿服务个性化为工作目标，根据志愿服务主体及对象的实际情况与需求，有针

对性的设计志愿服务内容。 另外还要加强培养志愿服务精神，加强应急志愿服务工作的

宣传，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内发性的白觉行

为。提高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普及教育，通过线上+线下的双线模式，促进推动乡村振兴志

愿服务的发展。我们还形成了生产，加工，销售三位一体的商业模式，打造一体化帮扶，

在资金方面，我们拥有完整的运营体系，坚持做到每一笔收入都清晰明了，每一笔支出

都有迹可循，确保服务能够顺利持续的开展。未来我们将释放15%股份，融资300万元，

预计到2025年，销售额约1170万元，带动就业380余人。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团队通过调查问卷、网络调查、实地考察等发现：非榆黄蘑种植户表示种植榆黄蘑效益

比种植其他农作物的效益要高种植榆黄蘑的经济效益是玉米的30~ 40倍，水稻的20~ 30

倍：榆黄蘑种植户则表示在种植榆黄蘑的过程中遇到最多的问题是种植不规范、销路少、

菌种成本高等问题；消费者则表示购买榆黄蘑的途径少。目前吉林省食用菌产业存在生

产规模小、产品质量差、销售渠道单一、物流服务不完善、深加工种类有限等问题。在

吉林省西部白城、松原等地区的食用茵种植户零散分布，各大连锁超市、电商的榆黄蘑

供应链少，产量小，无法满足客户需求，市场仍有缺口，吉林省市场空问巨大，为食用

菌行业发展开放了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