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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改变乡村 公益温暖乡村

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

"嘉种计划"公益项目计划书

一、项目背景

近年来，我国乡村地区持续面临人才结构性流失挑战。统计显示，2022年农村

外出务工人口达1.72亿，新生代农民工中70%明确表示不愿返乡就业。人才断层呈

现“三少三多”特征：涉农专业大学生返乡不足12%，新型职业农民占比低于5%，

电商运营等数字人才缺口超200万；与之相对，60岁以上农业从业者占比超35%，

传统耕作人员过剩，村两委干部大专以上学历者仅占21.3%。

这种人才失衡源于三重推力与拉力作用：城乡收入差距2.8倍的现实推力，叠

加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的吸附拉力，使乡村青年呈现"离土出村不回镇"的流动特征。

更为严峻的是人才断代引发的发展困局——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40%，约65%

的乡村企业因管理人才缺失难以升级，传统村落每年以超700个的速度消失。这种

人才荒漠化正形成“人口流失-产业凋敝-资源闲置”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着乡村

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效。当前，破解人才困境已成为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命

题，亟需构建人才“引育留用”的全链条机制，打破制约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

颈。

嘉种指优良的种子，出自《诗·大雅·生民》：“诞降嘉种，维秬维秠”，上

天将嘉种赐予周人先祖后稷，后稷传播到人间并教民耕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背景下，针对乡村人才流失、技术断层、文化凋敝等痛点，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

慈善基金会藉此寓意，发起“嘉种计划”公益项目。

项目以“从受益人到授益人”为理念，面向在乡村的基层干部群众，根据县域

实际需求，以相关项目成功案例为课程，创新性地开发了基础知识讲解、实地作业

指导、考察研学、技术落地应用、示范项目实践、互助提升、志愿者推广等集培训、

实践、学员公益行动于一体的课程体系，采取“应用场景教学+示范项目实践”的



— 2 —

公益改变乡村 公益温暖乡村

教学方式，将人才培养、技术落地和实践应用相结合，还注重学员综合能力提升和

公益精神培养，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为当地带来乡村振兴示范项目、专业化

人才队伍的同时，辅导组建在地项目及技术推广志愿者组织，探索乡村人才培养的

可持续发展路径。

嘉种计划将持续深化造血式乡村振兴模式创新，通过系统化赋能构建乡村发展

生态圈。诚邀社会各界携手同行，共同播撒希望的种子，收获共同富裕的硕果。

二、项目目标

（一）总体目标

构建"人才造血-技术扎根-组织自治-生态共建"四位一体的乡村振兴可持续发

展模式，打造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建设的全国标杆。

（二）具体目标

1.至2026年覆盖全国5个以上县域

2.培养超过1000名乡村骨干人才

3.建立10个标准化技术示范基地

4.孵化5个在地化乡村自治组织

5.实现助农增收1000万元以上

三、实施内容

（一）核心领域

1.现代农业振兴计划

1）建立“专家+示范户”技术推广体系

2）开发“田间课堂+数字农技”双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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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孵化本地志愿者组织

2.乡村治理提升工程

1）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特训营

2）乡村运营能力培训与实践

3）乡村规划方案设计

3.数字赋能行动

1）电商直播人才培育

2）链接销售平台与资源

3）组建乡村女性自组织

4.文化振兴工程

1）非遗文化活化传承项目

2）村民文化自治组织培育

3）乡村美育空间建设

（二）特色项目

“金穗行动”：在粮食主产区建立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模式

“薯光工程”：在农业产业亟需发展的区域建立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

“她力量计划”：重点培育乡村女性创业带头人

“文化振兴”：以传统文化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四、创新机制

（一）“双轮驱动”赋能模式

应用场景教学：建设、开发5个乡村振兴实景教学点

示范项目实践：在每个项目地至少落地一个示范项目

（二）“四方联动”协作机制

构建“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织”协同平台，实现：政策资源对接；技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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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转化；人才培养输送；项目持续运营。

（三）数字化赋能体系

建立乡村振兴人才数据库

开发"嘉种云课堂"在线学习平台

搭建农产品电商矩阵

五、实施步骤

需求调研阶段（3个月）：县域发展诊断+资源图谱绘制

方案设计阶段（2个月）：定制化实施方案+专家团队组建

理论学习+实践阶段（10个月）：理论授课+示范项目打造

在地组织培育阶段（9个月）：孵化本地志愿者组织+持续开展公益活动

六、可持续机制

（一）人才培育体系

构建“三级人才梯队”：

基层技术能手（500人）

乡村运营人才（100人）

县域领军人物（50人）

（二）资金保障机制

建立“公益资金+政府配套+社会支持”资金池：基金会投入一定的启动资金，

争取政府配套资金匹配以及社会力量捐赠支持。

（三）组织发展机制

在地组织“五个一”标准：一套管理制度，一支专业团队，一个服务品牌，一

笔发展基金，一处运营空间。

七、项目预算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拟定，每个项目每年

八、监测评估

建立三级评估体系：月度项目进度跟踪；年度综合审计；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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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数字化监测平台。

九、风险控制

政策风险：建立政府联络专员机制

技术风险：构建专家顾问委员会

资金风险：设立专项储备金（总预算10%）

执行风险：实施“双负责人”制度

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

2021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