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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全国优秀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培训班



• 西南大学志愿服务与社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理论研究部专家会员

• 中国大型赛会志愿服务专委会委员

• 《重庆日报（公益版）》评论员

•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常务理事

• 重庆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

• 重庆市青联委员 

主要志愿服务 / 工作经历：

   2019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全国赛评委

• 2016-2017美国密歇根大学访问学者

• 2017中国志愿服务蓝皮书参编

• 2017中国青年创业大赛全国评委

• 2016杭州G20峰会志愿者行动部顾问

• 2014—2017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全国赛终评评委

周林波



狭义：

• 参加各种志愿服务项目比赛的项目负责人；

• 具体运行志愿服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广义：

• 在成长过程中的志愿者骨干；

• 志愿服务项目的管理者（政府的、社会的）；

• 直接或间接致力于项目指导的学者。



• 推动项目化运作和管理创新，影响志愿服务
行业环境的积极作用；

• 应该起到的作用，或者是正在努力起到的作
用。



1. 成长成为志愿者领袖，引导志愿服务新风尚；

2. 推动志愿服务科学化、专业化、常态化、制度化、
标准化；

3. 推广项目化思维，科学开展志愿服务实践；

4. 提升翻转公益理念，投资弱势群体的优势价值；

5. 探寻志愿服务的全新领域，实现志愿服务全覆盖；



6. 创新志愿服务方法，解决社会问题也可以玩得high
；

7. 引导社会企业上线，实现志愿服务项目闭环运行；

8. 填补行业空白，志愿服务从精神文明建设到社会治
理；

9. 链接社会资源，志愿服务走向百花齐放；

10. 营造氛围提升动机，迎接“全民志愿”时代到来。



     从字面上理解，“领”是指思考者，能高瞻远
瞩，具有远见卓识；“袖”是指行动者，能运
筹帷幄，具有领导力。 

    志愿者领袖：

      领袖是指所属行业和领域最活跃、最有号召力
、最具权威、最具组织能力的组织或个人。

    志愿者领袖，是指某项志愿工作或某些志愿组
织的领导人。



• 本禹志愿服务队

• 郎坤志愿服务队，

• 张佳鑫与“夕阳在晨”

• 黄佳荣与“护身铠”

•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





• 科学化：从主观经验到客观理论

• 专业化：从散抓条块到专攻一点

• 常态化：从偶然成功到长久坚持

• 制度化：从零散摸索到有法可依

• 标准化：从松散运行到程序管理

    对于志愿服务学者来说，我们不创造或者很少
创造理论，我们只是广大一线志愿者宝贵经验
的提炼者和搬运工。



• 项目的定义：

Ø项目是要在一定时间里，在预算规定范围内需
达到预定质量水平的一项一次性任务。

• 项目的特征：

Ø项目的一次性

Ø项目有明确的目标

Ø项目作为管理对象的整体性

项目化思维——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的条件反射



• 志愿服务的起点，是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
利他思维付诸行动，或是基于组织发动，甚至
是被动参与志愿服务

• 志愿服务的终点，是对人的需求及尊严的最大
尊重和满足

科学开展志愿服务实践的法宝：      

                           需求出发，理念先行，

                      注重参与，以人为本 



三大类志愿服务/公益产品
1. 正向志愿服务/正向公益产品

2. 平行志愿服务/平行公益产品

3. 翻转志愿服务/翻转公益产品



地位不平等
缺乏持续性

快速简单可复制
产品周期短

剩余价值正向转移
被动接受彰显出的低社会价值

授人以鱼

劣势

优点

价值

传统



平等
可持续性

价值不会失去，还有可能增长

自力更生创造价值

授人以渔

优点

价值

关注

理念



碰擦擦——中途视障人士舞蹈训练

来自大山－民族传童

彻底放下了我们是优势主体的姿态
去欣赏原本是弱势群体的优势价值

寻找价值的反向价值差
投资弱势群体的优势价值

案例2

案例1

独特

特征



不仅仅只是一套衣服这么简单

1+1+1

一台暮年T台秀
一支老年模特队
一颗永葆年轻的心

1+1+1

一位困难老人
一套时尚新衣
一套冬季棉服

1+1+1

感召一位校友
认捐一位困难老人
匹配一名服装设计
专业志愿者





  谁在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

l共青团系统

l文明办系统

l2017《志愿服务条例》的新界定

l今后志愿服务项目的走向：                                 

           宣传示范+志愿全覆盖



关注群体 公益模式 特色 未来

·重度烧伤者

·重度毁容者

·严重畸形者

·150个公益课堂

·7500个创业者

·全套电商培训

·精准

·影子般的呵护

·创意和爱心完美对接

·1.0版本 自尊计划

·2.0版本 自信计划

“隐形人”自尊计划：始于有尊严的生存下来

“隐形人”自信计划：终于从黑暗角落走向阳光



          智慧志愿

          技术公益

          区块链公益



滴滴集团

美团集团

顺丰集团

 主城九区大型物业
公司工作人员

大型商圈管理及服
务人员

高速公路执法者

片警

派单及协调

可视120操作

白金10分钟 APP+可视120平台

心肺复苏
志愿者



奖励计划 岗位免责，激励机制

法律援助培训发证，法援体系

保险体系 失业险，经济补偿，民事纠纷赔偿



    社会企业

• 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而非追求自
身利润最大化的企业；

• 投资者拥有企业所有权，企业采用商业模式进行
运作并获取资源

• 投资者在收回投资之后也不再参与分红，盈余再
投资于企业或社区发展。



公益创业（组织）

• 组织有实施运行具备一定核心影响力的公益项目

• 组织具有一定的自我扩张能力，管理规范，按照
一般企业的方式发展

• 组织有公益产品，具有造血功能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  2019.12 广东东莞



新时代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业的重要转折：
• 一是正由相对传统的活动型向全面而深刻的法治化、专业化、信

息化和国际化转变。改良和提升志愿服务发展的方式、结构和动
力。

• 二是从共青团的一项开创性工作，已经成为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正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社会治理，日益成为
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建设的有效构成和有生力
量。 

• 三是民间志愿服务组织的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志愿服务传统的组
织形态和动员方式，同时使志愿服务的独特作用越来越凸显，从
较多的在危机应对的情境中发挥人道作用，逐渐进入较为复杂的
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



社会资源：

1. 物资、资金

2. 爱心媒体

3. 团队资源

4. 外展资源



美国：人人志愿

VS
中国：全民志愿



1、 志愿服务达成了社会全覆盖，但是比例在萎缩

  最新数据：6262万；24.9%；100小时；80亿小时

   



1、 志愿服务达成了社会全覆盖，但是比例在萎缩

  两次井喷式发展：2002  2009
   



2、志愿服务从标志化到生活化，且内容和手法不断
创新

   



3、年轻人参与少，志愿服务主体走向“老龄化”



3、年轻人参与少，志愿服务主体走向“老龄化”



4、志愿者的参与动机日益趋向功利



1、理念发展：

   国家精神感召优于自上而下号召

2、动机提升：

   爱心积分兑换的应该是能力建构

3、科技配套：

   技术公益志愿服务引导全新方向



1、理念发展：国家精神感召优于自上而下号召

  国家领袖的力量

  2018年重庆1530名志愿者的问卷调查



2、动机提升：爱心积分兑换的应该是能力建构
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提升计划”
    培训：三个月的海外培训，包括所在国语言、风
俗、沟通等基本技能训练；

    理念：以培训为基石的志愿事业塑造者、管理体
系是细致到位的影子呵护者、深入社区实在生活
的志愿者、自我衍生修正的体系。

    愿景：影响人一生的决定性经历、淬炼出领袖魅
力的核心方式、异地而处的同理心、跨文化沟通
的理解力及展示国家软实力。



3、科技配套：技术公益志愿服务引导全新方向

   



 谢谢聆听，
 更谢谢行动

                              善走每一步  不忘来时路

西南大学 周林波

新时代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的引领带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