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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社区2023年度报告

芜湖⻘野社区发展促进中⼼（以下简称⻘野社区）于

2023年2⽉在芜湖市⺠政局注册为⺠办⾮企业。成⽴

之初就聚焦关注乡村社区的发展，更是以⻘⼷江畔的

西河社区为试验场，开展可持续社区⼯作的探索。

2023年，⻘野社区基于“⽓候变化”、“可持续种

植”、“河流保护”、“公众参与”等，关注到社区

⾥的⼥性群体、⻘少年群体、⼩农群体等，探索构建

⼀个⽴体的可持续社区图景。未来，⻘野社区也期待

在乡村振兴尤其是⽣态振兴的进程中，发挥社会组织

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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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野社区执⾏团队参加

“应对⽓候变化创新⾏动基⾦”关于

“⽓候适应”的主题培训，整体了解了

⽓候变化视⻆下“⽓候适应”的底层逻

辑；

2023年8⽉，⻘野社区执⾏团队参与云

南协⼒公益⽀持中⼼组织的“乡村社区

应对⽓候变化”⼯作坊，了解并学习了

乡村社区⽓候⻛险评估⽅法学。

2023年9⽉，⻘野社区对西河社区集镇区开

展了2天的乡村⽓候变化⼊⼾调研⼯作。根

据西河社区的⾃然环境、地理信息、社区⼈

⼝建筑基础情况以及⽓象数据分析，对西河

社区的集镇区开展⽓候⻛险评估；

2023年10⽉，根据⼊⼾调研的结果，对社

区⾥的敏感区域及关键⼈群进⾏识别，初步

梳理了西河社区适应⽓候变化的关键⾏动⽅

向和适应建议，并形成了⼀份调研报告《西

河社区⽓候⻛险评估调研结论与建议》；

2023年11⽉，为更好地提⾼基层社区防灾

减灾的意识和能⼒，保护⼴⼤⺠众的⽣命安

全和健康⽣活，⻘野社区携⼿红杨镇⼈⺠政

府、西河社区居委会共同举办了“西河社区

综合减灾⽰范社区创建研讨会”。此次研讨

会以探讨综合减灾⽰范社区创建为主线，积

极调动社会多⽅⼒量参与，更好地保证西河

社区综合减灾⽰范⼯作的达成及有效落实；

2024年12⽉，⻘野社区基于9⽉西河社区集

镇区的⻛险评估调研，分析社区⽓候适应下

⼀步的调研重点，发展了1名项⽬顾问，确

定了调研⽅向：⽣产端、⽣活端、⾃评估。

后期将在西河社区全⾯开展⼊⼾调研，更深

度地了解乡村社区的⽓候⻛险现状。

⼀、应对⽓候变化 构建韧性社区

1.   议题学习

⻘野社区2023年度报告

2.    社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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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11⽉，⻘野社区联合芜湖

⽣态对⻘⼷江芜湖段的⽣态环境开展了

为期3天的实地调研，涉及到芜湖市镜

湖区、⼷江区、湾沚区、南陵县。共计

发现环境敏感点18处，包括沿江江堤

的不规范种植/养殖、⼯业污染、⿊臭

⽔体等。⽬前已经向相关政府部⻔反馈

了调研报告，并持续跟进问题的有效整

改，促进⻘⼷江流域环境的改善。

 10⽉是⻘⼷江保护⽉，为了让更多⼈

可以了解河流、⼭野之美，⻘野社区于

2023年10⽉开展了两次“⾏⾛⼭林，

遇⻅秋天”的⾃然教育活动，共招募

60多⼈参与。活动以徒步森林、⾃然

体验、DIY创作的⽅式，让⼤家感受⾃

然以及⽣命的⼒量，并通过⾃然⼿作倡

导可持续的⽣活⽅式；

2023年，⻘野社区基于机构所在的

“⻘⼷江·⾃然空间”⻓期对外开放

“⼀条⻘⼷江”主题图⽚展，累计超过

5000⼈次了解了⻘⼷江的相关知识。

⼆、⻘⼷江流域保护 促进环境改善

1.   实地调研 

⻘野社区2023年度报告

   2.   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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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记录西河社区农家⾃留种的

现状，也为了更好地记录乡村社区的⼩

农故事，⻘野社区于2023年10⽉启动

了“西河社区种⼦银⾏计划”；

 2023年11⽉-12⽉，⻘野社区团队对西

河社区集镇区、陶园村的⽼种⼦保留情

况开展了为期2个⽉的调研；建⽴1个

西河社区⽼种⼦库，收集了36份本地

⽼种⼦，共27个品种；发布了5篇西河

社区⼩农故事，重点展现了社区⾥的⼥

性群体在⾃留种保存上的重要性；

2023年12⽉，⻘野社区完成了1份西河

社区种⼦调研情况报告，客观总结了西

河社区⾃留种整体现状。

2023年11⽉，⻘野社区在开展了⼀场

西河社区种⼦库成⽴暨社区农事历活

动，⼀共有14位社区居⺠参加了此次

活动。本次活动对西河社区种⼦库第

⼀批发起⼈颁发了证书、带领居⺠参

观了社区种⼦库、⼀起绘制“⼆⼗四

节⽓”主题的社区农事历。活动⼀⽅

⾯让⼤家看到了⾃留种的价值，另⼀

⽅⾯通过互动交流也促进了社区居⺠

之间的情感联结。

三、可持续种植 关注农家⾃留种

1.  西河社区⾃留种调研

⻘野社区2023年度报告

2.   西河社区种⼦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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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茶浅品过端午，浓情邻⾥话家常：

2023年6⽉20⽇，⻘野社区联合西河社区

居委会开展了“清茶浅品过端午，浓情邻

⾥话家常”迎端午活动。组织⼤家制作端

午花束，⽤艾草、五彩丝线、⾹囊、葫

芦、菖蒲、等材料插绕成花束，让居⺠在

游戏中感受端午⽂化的⺠俗魅⼒，加深对

中国传统⽂化历史的了解，感受到中国传

统⽂化的魅⼒；

⽂艺汇西河，夏夜联欢会：2023年6⽉26

⽇，⻘野社区在⻘⼷江⾃然空间举办了

“⽂艺汇西河”联欢会。此次联欢会西河

社区居⺠与本地的⼤学⽣志愿者们带来了

各种丰富的才艺表演。“西河腰⿎” 、

“扇⼦舞”、“功夫扇”、“最炫⺠族

⻛”等。通过活动不仅感受到了西河古镇

的浓厚的⽂化⻛韵和居⺠们的热情与淳

朴，同时也与本地居⺠建⽴了联结、拉近

了距离；

花灯邀明⽉，邻⾥庆中秋：2023年9⽉26

⽇，⻘野社区联合西河社区居委会举办了

“花灯邀明⽉，邻⾥庆中秋”为主题的中

秋节活动，共邀请10多⼾居⺠家庭参与，

以及2位在西河社区从事保洁⼯作的阿姨

参与。在盏盏花灯中期待中秋节的到来，

⼤⼤提升了居⺠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邻⾥

的关系也更加密切融洽；

四、激发社区活⼒ 开展居⺠融合活动

1.  社区融合活动

⻘野社区2023年度报告

以“⻝”相会，喜迎新年：2023年12⽉

28⽇，⻘野社区在开展了⼀场以“⻝”

相会，喜迎新年的主题活动，近20位社

区居⺠参加。此次活动通过“围炉煮

茶”的⽅式，和社区居⺠⼀起品尝家乡

的年味⼩吃，并⼀起回忆20年前的过年

⽅式和美⻝⽂化，记录了“炸圆⼦”、

“⼩炸”、“炒⽶糖”等多种美⻝制作

⼯艺，活动在拉近邻⾥感情的基础上，

也弘扬了中华⺠族的传统新年⽂化。



芜湖市第九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2023年12⽉，为了促进社区⻘少年的成⻓和发展，⻘

野社区以“未来社区主⼈�乡村⼉童成⻓守护计划”项⽬积极申请芜湖市第九届社会

组织公益创投项⽬并获得⽀持。项⽬旨在以“乡村⼉童”为重要的⽬标群体，以机构团

队所擅⻓的⾃然教育为特⾊，设计社区⾃然教育课程实践，最终达成守护西河社区⼉童

的健康快乐成⻓，提⾼其对于⾃⾝所在的乡村社区的归属感和⾃豪感，建⽴家乡情结；

“未来社区主⼈”启动仪式：2023年12⽉10⽇，“未来社区主⼈”项⽬启动仪式成功举

办，来⾃社区的17组亲⼦家庭参加，活动主要通过“我的社区”地标打卡的形式进⾏，

提⾼了社区⻘少年对家乡的认识和了解，受到了社区孩⼦和家⻓的喜欢；

建⽴多⽅联动的合作模式：2023年12⽉28⽇，链接西河社区居委会、芜湖市西河学校，

确定三⽅在未成年关爱⽅⾯的合作，并与芜湖市西河学校签订合同，确定将⻘⼷江⾃然

空间定为学校的实践基地，初步构建“社区-学校-社会组织”联动合作模式，未来“⻘野

社区”将在学校和社区开展多样化的⼉童主题活动，为⻘少年营造⼀个安全的环境，让

⼉童健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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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注社区⻘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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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野社区正式聘⽤安

徽师范⼤学法学院吴⾦芳副教授作

为机构顾问。吴⽼师是社会学博

⼠，硕⼠⽣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环

境治理研究。接下来吴⽼师将带领

团队参与到⻘野社区关于可持续社

区建设的探索中，以第三⽅的视⻆

协助⻘野社区更好地开展乡村社区

⼯作；

2023年12⽉，⻘野社区邀请郑欢作

为乡村社区⽓候变化探索⽅向顾

问。郑欢，宜可城-地⽅可持续发展

协会，东亚秘书处（韩国）北京代

表处全职项⽬官员兼粤港澳⼤湾区

协调员。负责宜可城韧性发展战略

路径，推动与联合国灾害⻛险减少

办公室“创建韧性城市 2030”

（MCR2030）项⽬在中国的实施；

为中国城市提供防灾减灾、⽓候变

化适应、韧性建设等议题能⼒建设

和技术咨询等。

2023年10⽉，⻘野社区拜访了芜湖市益群社会⼯作

服务中⼼在芜湖市鸠江区的⿊沙洲项⽬点。了解芜

湖本地的社⼯组织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下，如何

结合本地乡村社区的特⾊协助当地社区开展⼯作。

希望通过更积极的交流，学习同⾏机构的优秀⼯作

经验并有效实践；

2023年11⽉，机构执⾏主任丁洁参与了“2023社会

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研讨会暨促进⽓候和性别领域社

会组织发展项⽬启动会”。学习了解了社会组织如

何在⽓候变化的国际背景下，积极参与到⽓候相关

的社会治理⼯作中，并结合⻘野社区所在的乡村社

区如何更好地开展⽓候⾏动；

2023年12⽉，⻘野社区参与了2023中华环保社会组

织可持续发展年会，同来⾃全国各地的环保组织共

同学习交流。机构执⾏主任丁洁受邀在年会的对话

环节，就环保社会组织如何更好地发挥作⽤进⾏了

分享交流；同时丁洁也作为安徽省的环保社会组织

⻘年代表，和其他15位各省市区⻘年代表向社会发

出“绿⾊、环保、低碳”⽣活⽅式的倡议；

2023年12⽉，⻘野社区参与了“东部地区⽣态⽂化

保护与利⽤知识交流⽹络建设项⽬”总结⼯作坊。

机构执⾏副主任刘蓉蓉介绍了“西河社区种⼦银

⾏”计划开展情况，与东部在地伙伴⼀起梳理种⼦

相关的⽣态⽂化知识并开展经验分享与知识交流。 

五、发展交流 提⾼机构影响⼒

1.   建⽴专家合作 

⻘野社区2023年度报告

   2.   外出交流学习



2023年7⽉，⻘野社区与安徽师范⼤学⽣态与环境学院合作，开展了“西河社区基线情况调

研”，招募了9名⼤学⽣志愿者来到西河社区，进⾏了为期6天的⽥野调研营，对社区的基础

情况进⾏了全⾯的调研和了解；

2023年9⽉-12⽉，⻘野社区招募了14名⾼校⼤学⽣志愿者，形成了机构的志愿者⼩组。同时

结合机构的核⼼业务开展：社区活动、⾃然教育等，积极培养志愿者的⾏动能⼒，共计有6

名志愿者提供了108个⼩时的志愿服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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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养⻘年志愿者

4.   整合本地资源

2023年3⽉-4⽉，⻘野社区与芜湖本地政府以及社⼯组织加强联系与合作，开展了3场

“以⽣态绿带动党建红”的系列党建活动，依托⻘⼷江⾃然环境与西河古镇⼈⽂底蕴，开

展了“以⽣态绿带动党建红”系列活动，通过⾃然徒步、古镇导赏、义务植树等⽅式，引

导100多名党员及居⺠参与河流保护，为本地环境出⼀份⼒。



芜湖⻘野社区发展促进中⼼是2022年

芜湖市⽣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简

称芜湖⽣态）战略规划聚焦后，由芜

湖⽣态本地河流保护公众参与板块的

项⽬独⽴发展出来的新机构，于2023

年2⽉在芜湖市⺠政局注册为⺠办⾮企

业。

 

 ⽬前两家机构是独⽴发展，但作为紧

密的战略伙伴，共同探索芜湖本地环

境保护及社区发展的⼯作。现阶段⻘

野社区以机构所在的西河社区为依

托，聚焦关注乡村社区的⽓候变化适

应、社区治理、河流保护等关键问

题，推动构建可持续社区。

08

⻘野社区2023年度报告

【机构理事】丁洁 张静宁 刘蓉蓉 杨芳 张登⾼  

【机构监事】杨超

【全职团队】 丁洁  刘蓉蓉

【机构顾问】 吴⾦芳 郑欢

【实习⽣】 晁莹

【兼职会计】 倪盟盟

【核⼼志愿者】 郑乐⻜ 梁秋宇 项新宜 刘⾬欣 赵⽂轩

机构介绍

团队介绍



中华环保联合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会

阿拉善SEE江淮项⽬中⼼

应对⽓候变化创新⾏动基⾦

芜湖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

农⺠种⼦⽹络

芜湖市湾沚区⽂明办

芜湖市湾沚区红杨镇⼈⺠政府  

西河社区居⺠委员会

西河社区旅游管委会

安徽师范⼤学⽣态与环境学院

芜湖市⽣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芜湖市益群社会⼯作服务中⼼

芜湖市新希望社会⼯作服务中⼼

思科系统（中国）研发有限公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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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总收⼊：267883.83元

提供服务收⼊：267783.72元

其他收⼊：100.11元

2023年总⽀出：177616.25元

业务活动成本：172756.32元

其他费⽤：4859.93元

合作伙伴致谢

财务公⽰

扫码了解

机构2023年度财务收支审计报告



机构地址：芜湖市湾沚区红杨镇西河古镇芮家巷 

                      ⾼德地图可直接搜索“⻘⼷江⾃然空间”

机构官⽹：⻘⼷江河流图书馆⼁⻘野社区 www.qingyijiang.org

机构邮箱：qingyeshequ@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