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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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力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守护深圳湾湿地——国际红树林志愿者学院建设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环境保护

项目实施时间 2021-01至2023-08，共计31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1.项目背景：深圳湾的红树林湿地，由深圳湾公园、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和福田红树

林生态公园共同组成，生态资源丰富，包括高等植物249种、记录鸟类超过260种。湿地

内珍稀的天然红树林蜿蜒曲折，长约18公里，红树植物种类共有25种，具有无可替代的

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

 2023年9月6日，经《湿地公约》常委会第62次会议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全球首个“国

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落户深圳，世界各地的红树林专家齐聚，参访深圳的红树林湿地。

 2.项目内容：国际红树林志愿者学院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孵化国际红树林志愿服务队、

培育专业国际志愿者、打造品牌志愿服务项目、开展专业红树林志愿实践活动、培养高

素质红树林湿地保护人才、输出红树林湿地保护经验、承接国际红树林保护交流等。志

愿者服务队累计注册愿者1173人，服务87个项目共13622人次，服务时长37012小时。

 3.项目目标：一是满足了国际志愿服务新需求，助力绿美广东建设；二是吸纳了国际

志愿服务新思维，形成红树林志愿培训新方法；三是推广了国际红树林志愿服务新理念，

输出红树林湿地的志愿者运营模式和经验；四是扩大就业，培育了专业讲师和高素质湿

地保护人才。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1.打造国际化红树林志愿服务队伍。

 2.开展专业国际志愿者培训，为国际红树林志愿服务队和其他有需要的志愿服务组织

提供专业红树林湿地保护志愿者培训。

 3.为访客提供高品质志愿服务。

 4.培育高素质红树林湿地保护人才。

 5.孵化品牌志愿服务项目，实现项目运营-就业创收-扩大规模的自运营模式。

 6.助力开展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从机制建立、行业赋能、经验交流、示范实践等方

面开展服务工作。

 7.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支持。强化红树林湿地保护理论研究，组织专家学者开展专题

研讨，为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和运营工作提供专业支持参考。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志愿者服务队将结合长期以来积累的社会资源与运营能力，

为项目的推动提供坚实的保障，包括但不限于：

 1.资深的湿地保护专家团队。超过30名湿地管理与保护一线经验超过10年资深湿地保

护导师作为国际红树林志愿者学院的导师团队，为学院的专业性提供保障。

 2.专业的湿地教育内容设计团队。专业湿地教育团队和组织设计各项主题课程。同时，

在志愿服务岗位和内容设计上，紧扣意识、知识、态度、技能和行动五大环境教育目标，

让志愿者成为解决自然问题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

 3.开阔的项目合作发展团队。将红树林湿地志愿者的运营模式和经验推广，为其他地

区的湿地保护和自然解说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加强了志愿者在生态保护中的应用，

打通了公众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政府采购及高校合作等多领域资金来源。

 4.强大的运营和资源整合团队。由成熟的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作为项目运营

方，在政府在采购服务的基础上，将志愿者培训和交流孵化服务作为配套增值服务，为

项目增效。同时，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增强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的筹款能力和自我造

血能力，推动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党建引领充分凝聚和发挥志愿者力量，坚定的在党的引领下开展志愿者服务工作。

 2.依照《红树林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制度》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监督与管理，包含管理、

福利、培训等相关规定。制度由秘书处制定，经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3.各岗位需求、志愿者培训与服务、活动开展，跨部门做好分工、权责明确。由基金

会各部门提出岗位需求，由深圳湾湿地教育部门进行岗位评估、培训、安全保障、福利

及激励；由各需求部门直接使用志愿者。

 4.第三方评估与反馈机制闭环：通过志愿者反馈、工作人员反馈和参加者反馈，对服

务进行成效评估，提升服务质量。邀请第三方开展志愿服务评估工作，通过服务反馈，

评估志愿服务质量，优化运营流程。

 5.接受项目委托监督和财务监管，依照公募基金会财务和项目管理流程，面向社会全

面公开相关信息。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国际红树林志愿者学院项目的公益创业模式为“1+4+10+N”自运营模式：“1”为一个平

台立足支撑，即打造一个国际红树林志愿者学院；“4”为四支专业化队伍扩大就业；

“10”为十个品牌志愿服务项目运营创收，10个特色品牌志愿服务项目；“N”包括多重

含义：开展了N场不同的志愿服务培训活动，培育了N名专业讲师，提供N个就业岗位支持。

 除社会效益以外，还将获得相对的经济效益：

 1.提供专业服务人才公益报酬。志愿者专项服务内容为公益服务部分；在专项进阶服

务为公益付费项目，累计为30名专业志愿服务者提供公益报酬约12万元。2.增强政府采

购为志愿服务赋能。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托管项目中，以“配套教育、保育和志愿

者服务”为亮点，成功的获得福田区政府的项目采购。同时多次获得深圳相关部门的项

目采购，累计金额约1200万元/年。3.提升行业价值实现自主创收。不断提升行业的专业

性，通过参加者付费模式，实现保护地、志愿从业者的自主创收，帮助约20名国际志愿

者成功转型为专职工作者。4.实现多个志愿服务项目公益创业闭环。学院开展的志愿服

务在孵化成熟后，成功从公益项目转型为采购类项目，实现更可持续的组织和个人发展。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难点1: 小语种志愿者培养，尤其是西班牙语和法语志愿者培养较少。

 下一步打算：与北大深研院、清华深研院、哈工大（深圳）、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港中文（深圳）等深圳高校合作，从大学生中培养人才，同时拓宽志愿者来源，加强项

目宣传，吸引更多外籍志愿者加入志愿服务队。

 难点2: 公益赋能中需要为同类型的志愿服务组织提供更准确的帮助。

 下一步打算：增强和同类型志愿服务组织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志愿服务组织的

沟通交流，了解各组织现状和难点，深入分析他们对于志愿者人才和志愿服务经验的需

求，对培训孵化内容进行个性化定制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