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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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发绘忆师——空巢老人记忆数字化守护行动

申报方式 社会申报

项目类别 为老服务

项目实施时间 2018-03至2023-08，共计65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银发绘忆师——空巢老人记忆数字化守护行动》背靠武汉理工大学，搭乘学校信息化

建设快车道，开发“时忆小程序”，通过志愿者线下公益暖心陪护空巢老人，用适老化

文创产品锻炼空巢老人手脑，并将温情回忆进行数字化并上传至“时忆小程序”，加强

空巢老人同家庭联系，满足空巢老人的精神需求，呵护老人生理、心理健康，切实提高

空巢老人的安全感、获得感以及幸福感。截止到目前项目现已累计开展线下活动302次，

先后出动志愿者5650人次，累计社会影响力志愿服务总时长达2235423小时，前后共计帮

助896位空巢老人；线上“时忆小程序”已经有895位空巢老人用户，收录老人回忆照片

共计7986张。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1.聚焦情感，关注老人身心状态和需求：服务队成立至今，共帮助135位空巢老人。团队

通过实地走访关注老人身心状态并探寻老人内心需求，为老人传递温暖的同时提升老人

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代际沟通，营造爱老敬老社会风貌：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趋势，丰富老年

人的精神生活，团队通过共享老年人故事和图片，展示过往的经历，促进老人之间交流

联系，激发创造力和积极性，营造爱老敬老的社会风貌。

 3.数字转化，定格珍贵人生记忆：开展助老服务的同时，团队将收集老人的珍贵故事

和纪念老相片、录像留存志愿者与老人的心灵谈话，并通过“时忆小程序”保存，以供

家庭成员观看，搭建了跨代沟通的桥梁。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一、资金保障

 1.公益创投资金

 项目通过公益创投大赛已积累资金135000元，后续将参加更大型的公益创投大赛，在

扩大影响的同时获得公益创投资金。

 2.学校经费

 项目前期依托学校周期性社团活动支持资金作为启动资金，主要来源于校团委、院团

委、青协等组织，每年5000元。

 3.小程序运营收益

 项目可通过代理适老化文创产品并在小程序内提供数字相册实体化服务获取运营收益。

 二、服务阵地保障

 1.建立“志愿者+养老机构+社区”全方位服务

 目前，团队已经和多家养老机构、社区达成长期合作，其中与阳春阁社区、丽华苑、

颐养天祥敬老院达成深度合作，为项目开展提供重要阵地支撑。

 2.打造新媒体助老服务矩阵

 团队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广小程序，线上利用各类新媒体进行多元化宣传；

线下主要通过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进行地面推广。

 三、志愿者保障

  团队以交通物流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暖流服务队为骨干，面向学校进行流动志愿者招

募并进行身份注册登记，定期邀请专业老师对志愿者进行培训，使之具备小程序运营、

社会工作等能力，通过“传、帮、带”的队伍建机机制，保证志愿者队伍的可持续发展。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本项目建立了从决策、管理到执行、反馈四位一体的专业化组织体系，共同推进项目的

有序进行。

 1.决策团队及专家顾问团队

 由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团组成决策团队，拟定实施方案、组织资

金筹措和志愿者人员管理等。

 同时由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青协，联合校团委、校青协、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及计算

机与人工智能学院多位专家、指导老师组成专家顾问团队，指导服务方向，解疑答惑。

 2.管理团队

 青年志愿者协会成员作为核心管理团队，与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合作，建立经营管理体

系并组织实施，协调各部门工作，根据变化调整服务方向。

 3.执行团队

 （1）产品研发：一方面，开发“时忆小程序”，打造适老型小程序，开发老年人易操

作的界面；另一方面，根据老年人需求设计适老化文创产品，帮助老年人锻炼脑部活动

能力。

 （2）志愿服务：打造“青协+党支部+团支部”全方位志愿团队，与党建、团建相结合，

带领志愿者走进老年人家中，倾听老人情感需求，送上温暖。

 4.反馈团队

 组织专业志愿者形成反馈团队，在活动进行过程中收集并汇总老人对服务的建议，以

此评价并改善团队后续服务形式，同时传承发扬老一辈优良传统，回应老一辈对青年人

的美好期望。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团队为解决空巢老人为改善空巢老人缺乏陪伴、情感交流等问题，本团队推出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公益创业模式，即以开展志愿者助老服务为核心，辅以微信小程序等适老化文

创服务产品。

 一、“传递温暖，情满夕阳”志愿暖心陪伴

 志愿者上门拜访独居老人展开服务，为了帮助老人更好地倾诉情感需求，志愿者引导

老年人使用适老化文创产品，之后以对话形式交流感受，听老人讲述过往经历并辅以视

频记录。 

 二、“数字转化，岁月时忆”打造“时忆小程序”

 志愿者采访记录的视频资料归档在“时忆小程序”数据库中，方便随时查看，老人的

照片也会进行归档形成数字相册。此外，家属在“时忆小程序”可以上传居家生活日常，

独居老人可以通过视频流的方式观看。让分居两地的三代人跨越了时空的限制，联系更

加紧密。 

 三、“记忆有形，产品助老”适老化文创产品项目创收

 “时忆小程序”提供数个实体相册模版，家属可以有偿设计定制实体相册。此外，在“时

忆小程序”中，将设立“适老化文创产品”以及老人用品商品橱窗，让适老化文创产品

惠及老年群体的同时为项目吸引适老化产品商家资金。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一、老人活动存在风险

 考虑老人普遍身体状况，在参与外出活动的过程中有受伤的风险。

 下一步打算：活动前对志愿者进行安全培训，学习安全常识和常见急救方法，筑牢安

全意识和责任意识；活动过程中，时刻关注老人情况，有任何不适及时汇报。

 二、“时忆小程序”尚未完善

 “时忆小程序”的用户界面使用了许多图标、按钮和菜单，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会感

到困惑。老年人在视力和听力方面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视力模糊、听力衰退等。小

程序的字体大小、颜色对比度以及音频提示等要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需求，确保他们能

够清晰地看到和听到内容。

 下一步打算：简化用户界面，减少复杂的操作步骤，使用清晰易懂的图标和标签，提

供可调整的字体大小和颜色选项，以及辅助功能，如语音提示和放大镜功能，帮助老年



人更好地使用小程序

 三、适老化文创产品相关问题

 目前适老化文创产品市场投入量少，老人群体覆盖面小。适老化文创产品智能化程度

低，与互联网联结弱。

 下一步打算：与适老化文创产品生产厂家深度合作，定制化批量生产适老化文创产品，

适老化文创产品可以整合更多智能化和互联网连接的特性，使其更具交互性和娱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