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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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善希望——戒毒康复人员公益产业帮扶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法律服务与禁毒教育

项目实施时间 2021-05至2023-08，共计27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戒毒康复人员社会融入是其回归新生活中的最后一步，其中最大的阻碍就是缺乏就业和

生活改善的机会，“紫善希望”戒毒康复人员公益产业帮扶项目通过紫苏种植、产品加

工及销售，组织戒毒康复人员参加工作和志愿服务，为他们提供社会融入平台，鼓励他

们重新找回自信和自我价值感，并实现就业增收。

 一、共建基地，提供就业帮扶。隔坑社区服务中心与横沥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中心共

建“乐善心田”基地，融合康复服务、就业辅导、预防教育等服务，为戒毒康复人员提

供多层次的就业谋生的机会，改善其家庭生活。

 二、拓展市场，推动产销帮扶。打造“紫苏产业链条”，通过市场运作及公益服务提

升产品价值，将紫苏产品销售收益用于帮扶涉毒致贫家庭子女、关爱社区长者、流动儿

童及环卫工人等其他弱势群体，扩大项目效益。

 三、延伸功能，深化禁毒教育。定期组织社区居民、学生、家庭参与农耕体验及禁毒

教育，组织戒毒康复人员现身说法，提升群众的禁毒意识，通过志愿服务、公益带货、

消费帮扶等方式帮助困难群众，进一步延伸基地的教育功能，倡导爱心奉献，拉近彼此

关系，营造接纳和关怀戒毒康复人员良好氛围，助其更好的回归社会。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一、为戒毒康复人员增加就业岗位和机会。推动困难服务对象在基地稳定就业一年多，

通过种植、销售等多种形式安置帮扶对象参与工作50余人次，一年累计帮扶服务对象增

收近8万元。

 二、打造综合性帮扶教育平台，推动接纳共融。与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在参观交流活动中推广帮扶理念，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及公益服务20场，与“爱相

随，伴成长”“粤虎新声音”等禁毒特色服务品牌构成服务网络，直接服务1万人次，间

接宣传服务覆盖5万人次。

 三、多渠道整合社会资源，消费帮扶弱势群体。通过公益创投、申报资助、社会捐赠

等方式累计筹集了资金23.77万元，并投入4.3万元直接用于帮扶戒毒人员子女、高龄老

人及环卫工人。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一、粤港合作服务机构，具有良好公信力。隔坑社区服务中心由香港资深优秀社工徐祥

龄夫妇回到内地创办的，在东莞市开创社工与志愿者合作服务的先河，机构创办人谭翠

莲在横沥扎根公益服务近20年，有着“中国好人”“东莞好人”“东莞荣誉市民”的称

号，出于机构及创办人良好的口碑及品牌，更能为项目链接资源。

 二、“专业+公众”禁毒合作机制，政府支持力度大。隔坑从2011年开始承接政府购买

的禁毒社会工作服务，积累了丰富戒毒康复及禁毒宣传教育经验，横沥镇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中心作为基地共建单位，以此为枢纽，政府可以在政策支持、经费投入予以支持，

带动消费帮扶，保障基地持续化运作，通过经验推广、媒体报道等加大项目的美誉度，

打造地方禁毒特色品牌。通过服务品牌的打造，结合志愿者网络的宣传推广，将能吸引

更多爱心企业及个人消费帮扶。

 三、引入市场经营理念，多团队合作共赢。成立专门企业运营，注册“翠莲姨精选”

产品商标，开通线上商城及直播带货，社工及志愿者共同参与推广带货。与有资质的厂

家合作委托加工紫苏产品，保障产量与质量，得到专业技术团队指导，提供线上商城、

直播带货、电商培训等，多方合作实现产品价值。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组织架构。机构组织治理架构完整，设有理事会、监事会，理事长邓增平是机构法人代

表，理事谭翠莲是机构行政负责人，理事、监事全体成员均为兼职且非受薪。理事会、

监事会有关职责说明清晰，定期召开理事会和监事会，审议机构重大事项。

 人员构成。机构管理团队按照总干事、副总干事、行政部、服务部、宣传部、培训部

进行分工，各部门履职情况良好，机构现有行政管理团队7人，平均从业年限超过8年，

拥有社工74人，其中禁毒社工35人，禁毒工作基础扎实。

 章程制度。机构有按民政部门要求制定机构章程，按照章程办事，有完整的规章管理

制度，包括人事管理制度、服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信息管理制度、志愿服务管

理制度、利益相关方管理制度等，制度执行情况良好，接受东莞市民政局监督，按要求

参与行业评估及监测工作，目前为5A级社会组织。

 党建引领。机构党支部成立于2011年1月，是四星级党支部。党支部具有完善的党建工

作制度，按规定落实党员管理及教育工作，其中7名党员在机构担任中高层职务，发挥带

头示范作用。党支部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结合机构公益服务，组织党员

志愿者队伍，一起帮扶弱势群体。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一、“紫善希望”，为戒毒人员就业增收创造新途径。机构在政府购买禁毒社工服务的

基础上，整合社会慈善资源、培育社区志愿者队伍，孵化社会企业，建设乐善心田基地。

由于有政府及公益创投资助，社工及志愿者提供人力支持，项目能以低成本起步经营，

让收益可以更多投入到帮扶戒毒康复人员增收及其他公益服务中（销售利润的20%将继续

投入帮扶服务）。

 二、打造“紫苏产业链”，实现从“产业发展”到“公益帮扶”闭环。通过公益服务

丰富产业内容，借助产品独特的市场竞争优势，实现规模化发展，探索“健康+公益”的

产业发展模式。基地已有紫苏种植、加工、销售、服务体验、公益消费等全链条服务，

每部分不仅能带来工作机会和增加收益，也能开放给公众参与体验。而且，借助机构品

牌知名度及粤港爱心购物消费，联动大学生志愿者等专业团队组建公益直播间，讲述公

益故事等方式，将有助于打开产品市场，吸引群众到基地体验服务，既能提升产业价值，

又实现了公益教育的理念，结合社工的专业辅导及恒常的公益活动，在社区宣传接纳共

融的理念，不仅提升戒毒康复人员的自信，也是锻炼了志愿者的能力，促使志愿力量的

不断投入，也能打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消费帮扶。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一、存在困难：

 1、产品市场推广不足。项目经营生产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研发了多种紫苏产品，有

酱油、酱、麻薯、月饼、茶叶等，但对产品定位、目标人群、市场销路等的规划仍不够

清晰，市场销售以熟人圈子购买和公益消费居多，业绩有待进一步提升。

 2、产品经营经验不足。目前项目主要运作团队为社工，在经营销售方面，因为涉及跨

团队和跨领域的知识，由社工来统筹显得比较吃力，种植、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还

需要更为专业的人士予以指导。

 二、下一步打算：

 1、拓展销售渠道，增加产业收入。一是入驻“微店”商城，稳定销售渠道；二是打造

公益直播间，拓宽线上销售渠道。三是整合学校、公益组织等社会资源，承接市内外生

态研学、公益研学活动。四是与公益啡吧等合作，增加线下销售渠道。五是依托市级、

镇级“文化节”“创意集市”等平台，主动走出去推广产品。六是每年举办主题文化节，

打造公益文化品牌，吸引人流及消费。

 2、加强学习交流，提升运营销售能力。一是整合服务及经营团队，将经营团队人员纳

入项目管理。二是主动寻求交流合作，到广深佛等地实地参访，学习先进经验。三是链

接专业讲师资源，增加相关商业知识储备，提升“卖货”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