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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运营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创新创业孵化的模式研究 
蔡钰莹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00） 

摘要：本文立足乡村振兴项目，针对偏远地区团队及市场的不足，提出了立足社交化互动的社群运营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创新创

业孵化的模式。并具体围绕如何利用三类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导师和三类社会资源团队，通过社群运营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项目的

落地实现，打通乡村振兴项目服务民众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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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今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

线”、“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等的具体任务，其中重点关注的这

几项：完善监测帮扶机制，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

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靠当地力量难以实现。大部分前沿技术及

就业创业机会和团队离乡村较远，无法常驻乡村，目前驻守人员以

对口帮扶和定向就业为主，留守儿童及老人居多。另一方面，一二

线城市，受疫情影响，社区电商逐步发展，以小区为单位建立的社

群，在群内提供生鲜及农产品等拼团服务，用户复购率逐步上涨，

居民对于原生态的有机农产品需求日益增长，也想外出旅游散心。

因此，社群运营可以很好的助力此乡村振兴政策，实现远程助农，

整合资源及各方优势。通过把高价值的用户聚集在一起，让乡村振

兴项目社群这流量池发挥更大的作用，高效地进行传递农产品及乡

村特色信息传递，让居民更好地进行消费帮扶，让乡村振兴项目更

好地推广。 

通过社群运营，赋能社区精准进行乡村振兴，建设有温度的社

区。以助推乡村振兴为目标，利用兴趣为聚集点，通过新媒体平台

运营技术从而实现增长和扩大影响力。 

2.当前大部分乡村振兴创新创业项目孵化面临的问题 
（1）各地政府同质化严重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各地政府都想有大作为，盲目圈地做

文旅项目，想通过文旅带动乡村振兴，但很多项目都存在同质化严

重、停留在表面，没有解决农民就业等的实质问题，依旧是更多的

农村人走出去模式，本土旅游特色的挖掘暂时无法吸引外来客流。 

（2）企业落地项目可持续性发展差  

各地政府每年都引进大企业做各色乡村振兴项目，但很多都是

简单捐款后便无下文，项目没能持续性发展，只能解一时之忧，治

标不治本，无法真正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3）学校乡村振兴活动更多为表层活动 

大部分以大学生下乡创业做乡村振兴，但学校及学生对帮扶村

落当地情况不了解，大多为缺乏针对性项目的活动，以 3-7 天线下

支教社会调研为主，发展不长远，拘泥于形式化。 

3.一二线城市街道社区对口帮扶，激活社区活力 
疫情下，社区居民自治成常态，通过基于社区物理位置建立的

社群的社群运营模式，远程对口帮扶乡村，既能精准帮扶，又能帮

助社区，人人参与，激活社区资源，实现社区居民的主体参与。社

区对口帮扶乡村振兴村落、激活社区居民、为社区工作落地减负，

提高居民对对口帮扶村落的文化认同感，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在此

过程中，需要以下三种社会化资源角色很好的配合；（1）帮扶引导

师（企业家）：架构社区各类惠民精准帮扶乡村振兴工程；（2）社

工（社区 KOL）：负责线上线下乡村振兴项目落地活动；（3）社群

运营师：线上激活社区居民、可持续性发展。 

通过社群运营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创新创业的孵化，激活各方优

势资源，多方跨界联动，联合当地爱心企业家、社区社工，依托社

区、学校等提供资源和团队，通过社群共建，激活社区和乡村，真

正实现学校、社区、乡村三方共赢。同时能很好的解决距离问题，

乡村人才紧缺问题等，新媒体运营团队及大学生社群运营师参与乡

村振兴，精准帮扶，线上线下结合，可持续性发展，推动校政企三

方发展。 

4.乡村振兴创新创业项目孵化社群策略的创新与特色 
要实现社群运助力乡村振兴创新创业项目的孵化的关键是做

好以下几类人员的组织工作：a.企业家；b.当地的拥有智能手机，会

拍照的村民；c.当地政府，村干部资源；d.大学生志愿者 KOL；从

最初三类人开始发动引导。每个社区对应一名社工作为“项目粘合

剂”，一个社区对应一名企业爱心帮扶引导师，进行乡村振兴创新

创业项目的孵化，和资金提供及创业指导，每个社区对应一个大学

生志愿者运营团队，进行创业和社群运营工作。有了以上的 3 类社

会化资源团队进行乡村振兴项目筛选及孵化后，再去进行招募扩

展，持续招募大学生志愿者、企业爱心朋友、.社区爱心业主； 

社群运营助力乡村振兴创业项目社群规划如下，每个角色达到

对应等级，政府或学校给予相关的爱心证书及其他扶持（如对口帮

扶乡村农产品大礼包赠送，创业项目场地免费提供、税收减免等）。 

（1）帮扶引导师社群成长体系（企业）： 

一星帮扶引导师：社群签到 3 次/周，乡村振兴话题讨论，至少

每周参与一次；二星帮扶引导师：邀请 5 位好友进群，5 位爱心好

友均参与进乡村振兴活动、或参与到社区志愿者中；三星帮扶引导

师：扶持或服务一个社区，架构专项乡村振兴项目进社区，为对口

帮扶乡村振兴村落提供 2 个就业岗位；四星帮扶引导师：能联合社

区举办 3 次及以上线下乡村振兴活动，为对口帮扶乡村振兴村落提

供 5 个就业岗位，实现精准帮扶；五星帮扶引导师：在 3 个及以上

社区建立或并入社区自组织（如羽毛球协会），预捐金额达 9 万元，

或为对口帮扶乡村振兴村落提供 10 个及以上就业岗位； 

（2）社群运营师成长体系（学校）： 

一星社群运营师：能完成日常乡村振兴社群任务（维护群秩序；

签到记录统计等）；二星社群运营师：邀请 5 位爱心志愿者参与到

乡村振兴项目中，并能有效调动及培养社群 KOL；三星社群运营师：

能够通过微信联系当地村民获取图片或视频资料、通过电话视频等

线上调研当地乡村振兴村落情况，线下到访帮扶村落至少 1 次，并

能在社群内进行汇报，进行乡村振兴项目内容输出；四星社群运营

师：能独立进行一个街道的乡村振兴项目社群运营，并在校内进行

一次乡村振兴经验分享，组建小分队到访帮扶村落 3 次及以上。五

星社群运营师：获得乡村振兴校园大使认证，在校园内开展乡村振

兴项目宣传，策划线上线下结合的乡村振兴活动 5 次，能组织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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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定点可持续的乡村振兴活动。 

（3）社区社工成长体系（政府）： 

一星社区社工：了解乡村振兴对口村落具体情况，对口帮扶资

源整合，所负责社区公益基金达一万；二星社区社工：发动社区业

主参与乡村振兴项目，至少帮扶乡村振兴的村落正常落地一次活

动，所负责社区公益基金达两万；三星：通过媒体、社会的力量，

对乡村振兴项目进行曝光，举办 3 次以上的乡村振兴活动（可线上

亦可线下），所负责社区公益基金达四万；四星社区社工：为当地

乡村振兴村落联系企业提供 15 个就业岗位，所负责社区公益基金

达七万；五星社区社工：联合其他社区共同举办线上线下乡村振兴

精准帮扶活动，做乡村振兴表率及分享，成立社区乡村振兴小分队，

所负责社区公益基金达九万。 

6.如何保证不失控？为乡村振兴项目减负，为社区减负，
为社区工作落地减负 

首先如何保证不失控，这需要很好地对社群运营师进行培训和

指导，明确社群运营师日常任务是监察乡村振兴项目大群信息，筛

选信息报告于对接群汇报，进行每周日的特邀嘉宾讲座，进行项目

辅导，私聊活跃成员参与，每周三话题讨论预热，进行日常信息发

布，维护群中秩序，并进行社群运营方面的在线解答。以激励为主，

根据社群签到次数，每月颁布【优秀志愿者】【优秀帮扶师】【爱心

社区 KOL】证书/及进行物质奖励（对口帮扶的乡村振兴特产或当地

生态农业培育体验旅游券等）；并让每周排名优秀的帮扶引导师进

行经验分享或项目路演，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爱心人员加入；不定

时关注/私聊帮扶人员、社工帮扶现状。把最基础的对每一位加入乡

村振兴创新创业项目的爱心成员，做到入群后没有反馈回应的成员

第一时间@每个未反馈的成员，给予提醒；对提出问题的成员，及

时回复答疑，让参与乡村振兴项目的成员感受到社群的“温度”；

轮流排班随时观察社群的最新动态，防止社群成员乱发广告，维持

清朗社群环境；有好的乡村振兴创新创业项目主动宣传到相应社

群，营造良好社群氛围。 

通过邀请社群用户做个人 IP 在线分享，引导用户邀请好友入

群，搭建社群用户互动场景（如邻里二手交易，农产品好物推荐官

PK 等），策划社群用户线下见面会（社区组队到对应帮扶乡村振兴

村落进行生态农业培育体验）等方式用社区内的居民用户产生关系

链接，提升乡村振兴项目的社群活跃度。 

这种第三方管理居民社群的方式，可以让社区第一时间掌握社

群咨讯，第一时间联系当事人，第一时间反馈问题，第一时间处理

问题，收集问题反馈街道，第一时间提供解决方案。整个过程就是

居民共建社区自治组织的过程，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

享的过程，实现让人人参与乡村振兴，人人尽力创新创业项目孵化，

人人都有成就感。 

同时，学校也可以借此做好三类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导师的组

织。通过辅导员教练团队，助力乡村振兴项目班级的精细化和项目

化管理，将项目资源和人脉集中在专创融合并渗透到细分领域建立

未来 3 年围绕技术和项目领域的愿景是什么？通过专业老师教练团

队，判断乡村振兴项目是否适合专创融合发展，如何理清项目的定

位和核心技术诉求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履行好自己的人才技术架

构师职责（技术和管理双并举）。通过企业导师解决如何能够把企

业经营的理论和真实乡村振兴项目的操作向学员解释清楚？如何

针对不同的学员社会职场适应诉求去授课？如何能够有效的把商

业逻辑思维传播给学员？递进式社群云孵化乡村振兴创新创业项

目，让学生创业有依托，有资源。 

7.社群运营助力乡村振兴创新创业的孵化模式具体运用 

最早尝试开始此模式的应用，是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

则，对配合提升广东省韶关乳源柑橘等水果在省内外品牌影响力。

真正运用社群运营助力乡村振兴创新创业的孵化模式，一是建立校

外实习实训基地；二是建立“云门柑运营中心”；三是联合举办双

创周“云门柑电商社群运营创业大赛”。为了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政

策，集电商兴农、旅游兴农，结合对口帮扶地区农产品、旅游景点、

农村生态基地等构建产销平台，打造农场再生经济，基于云门柑乡

村振兴产业真实项目来实现“师徒协同，专创融合，产教互动，红

色筑梦”。让学校将资源，人才与产教融合的教学模式相结合。先

后开设以此乡村振兴项目为基础的跨专业精英培训班，电商运营中

心，云门柑项目组，招募学生，进行人才培养。主推旅游文化、禅

宗文化、水果文化“链接多方优质资源，开设新媒体通识课程”，

共建项目课程，并帮助推广云门柑一村一品牌，积累成果，并把成

果融合写进了国家十三五规划教材（职业教育）的项目案例运用中。 

让乡村振兴创新创业项目走进大学生课堂：通过把乡村振兴创

新创业项目带进学生课堂，采用以小组为单位的比赛机制，让学生

充分的了解乡村振兴创新创业项目，同时也进一步的扩展品牌推广

范围。学生小组相互竞争，制定推广销售方案，通过各种线上宣传

渠道，与高校饭堂等公众号互推，并在抖音，知乎，微博，公众号，

朋友圈，社群等最大限度的扩大品牌影响力。同时，乡村振兴项目

和高校饭堂合作，让高校饭堂负责平台销售和配送，成功解决了最

后一公里的配送问题，大大地提高了乡村振兴农产品的品牌推广效

益。另一方面通过社群大力推广社区领养：果园里的草齐腰深，没

有打过除草剂；果子表面有密密点点的啮痕，没有打过农药；云门

柑树种下了青菜，那是果农自己吃的菜。为帮助果农，推出爱心领

养果树的活动，只要 360 元/年就可以领养一棵云门柑树，领养后果

树所有收益，确保一年不低于 100 斤的果实归领养者，领养者可以

自己去施肥、采摘，也可以在成熟后让果农采摘后邮寄或加工。通

过社群运营助力乡村振兴，让学生基于真实项目去做创新创业的项

目孵化和尝试，同时通过社区优质企业家和社工以及居民多方的合

作，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综合素质，也提升了社区活力，帮扶了对

口的乡村，促进城乡关系的融合发展。特别感谢成都市五四三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对此模式研究应用的支持和推动，社工在此模式的推

广应用中是最为重要的联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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