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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2017年工作总结 

 

2017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聚焦服务首都功

能定位和百姓民生，不断深化志愿服务品牌，进一步夯实志愿服

务工作基础，全面提升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常态化、国际化水平。

截至目前，全市实名注册志愿者超过 413.7 万人，注册志愿团体

超过 6.1 万个，发布志愿项目超过 17 万个，记录服务时间超过

2.25亿小时。 

一、围绕首都战略定位，积极服务“四个中心”建设



1.圆满完成“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等大型赛会志愿

服务保障工作。“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 2017年我国举

办的最为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为做好论坛服务保障工作，团市

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组织 28所高校的 2489名志愿者，为来自

130多个国家和 70多个国际组织的约 1500名代表提供志愿服务，

临时组织 1620 人次志愿者参与各相关模拟演练，累计上岗 8157

人次，服务时长超过 6.5万小时。论坛期间，首都文明办动员全

市 9000名公共文明引导员全部上岗提供信息咨询等志愿服务。6

月 28日，亚信非政府论坛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团市委、市志愿

服务联合会组织 40名高峰论坛志愿者为 300位来自亚信成员国、

观察员国（组织）的前政要和专家学者提供志愿服务，累计服务

500 余小时。全年，还承接完成了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北

京国际电影节、中国国际科学技术产业博览会、全国残疾人冰壶

锦标赛、2013-2022 年亚太残疾人十年中期审查高级别政府间会

议及活动、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等 20余项大型活动志愿服

务工作，志愿者以青春激情和实际行动充分展示了北京形象、青

年形象、中国形象。 

2.推动志愿服务“走出去”，贡献中国力量。配合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和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联合中国国际经济技术

交流中心、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市政府外事办、联合

国志愿人员组织等单位举办“一带一路”志愿服务论坛暨第二届

国际志愿者交流营，来自 38个国家和地区的 126个志愿服务组织

共计 230余名代表参加，倡议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志愿服务联



盟，推动构建创新伙伴关系和协作网络平台。应邀出席联合国志

愿人员组织在泰国举办的“通过青年志愿服务南南交流促进可持

续发展目标”大会并分享志愿服务“中国方案”。接待红十字会与

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印度金德尔全球大学、金砖国家民间组织

考察团等共 6批 44人来访，派出 3批共 22名志愿者出访缅甸、

泰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选派国内首批 2名联合国青年志愿者

到联合国机构开展为期 6个月的志愿服务。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

选派 10名志愿者到缅甸和尼泊尔从事 12个月的志愿服务，进一

步扩大国际志愿服务“朋友圈”。 

3.弘扬志愿精神，推动志愿服务深入人心。联合首都文明办

等单位举办“爱满京城”北京市 2017年学雷锋志愿服务主题推动

日活动，共吸引 200余个志愿服务组织、1500余名志愿者和市民

参与。深化“‘中国梦志愿情’我的志愿故事”志愿服务文化宣讲

活动，在 16区建立宣讲团分团，培养基层宣讲员 200人，增设毛

主席纪念堂志愿服务项目专题宣讲，累计开展宣讲活动 400场，

受众超过 10万人次。市委讲师团百姓宣讲团特邀北京市志愿服务

文化宣讲团，参与“不忘初心跟党走圆梦京华谱新篇”北京市宣

传贯彻十九大精神巡讲，传播志愿正能量。加强与人民日报、中

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合作，宣传报道我

市志愿服务工作，全年新闻报道 550次，其中独立报道 1980条。

运用全媒体手段，精心打造“志愿北京”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宣

传平台，全年编发推送信息 166期，单篇阅读量超过 1.2万次，

关注量超过 7万人。 



4.加强先进典型表彰选树，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认定完成第

三批北京市优秀五星级志愿者 852名，推荐完成 7名“北京榜样”

候选人，6名“身边好人社会好事”候选人；推荐 10名最美志愿

者、10家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以及 10个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参评第二届全国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

型评选活动；推荐 19名志愿者、7家志愿组织参评中国青年优秀

志愿者和优秀组织奖。组织 16个北京志愿服务项目和组织参加第

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5 个项目获得示范项目创建提

名奖，位居 38个参赛单位前列。 

二、聚焦百姓民生，推动志愿服务走进生活 

1.试点开展通过志愿服务走进社区推动“五大青年行动”。

在全市16区的279个社区试点开展通过志愿服务走进社区推动清

洁空气、节水护水、垃圾分类、文明出行、背街小巷整治等“五

大青年行动”，印发工作实施方案，举办专题培训班，将志愿服务

走进社区试点工作和机关干部驻点相结合，机关干部全员对接试

点社区，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广泛参与。截至年底，累计开展

“五大青年行动”志愿服务活动超过 1100次，参与志愿者近 1.7

万人次，服务时长近 7万小时。开展背街小巷环境整治志愿服务

工作专题研讨会，推广绿色啄木鸟、“小巷管家”、永善社区市民

劝导队等志愿服务工作经验，倡导广大市民志愿相约背街小巷，

助力建设美好家园。联合首都文明办等单位持续开展“V 蓝·北

京——我的环保日记”公益行动。联合市委社会工委等单位持续

推动‘北京社会公益行’，围绕“保护蓝天、保护碧水、保护文物、



服务社区、服务社会”主题开展志愿服务和社会公益活动。联合

市城管委开展“垃圾分类志愿先行”垃圾分类环保志愿公益行动，

组织志愿者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宣传垃圾分类知识，社区居

民环保意识逐渐增强。 

2.深化助残、助老志愿服务。会同市残联出台《关于进一步

加强首都志愿助残工作的意见（试行）》，支持成立助残志愿服务

专家指导小组，依托温馨家园建立助残志愿者之家 405个，免费

提供专业书籍、文体用品等物资支持温馨家园自身建设，培训基

层助残志愿者骨干 800名；推动京津冀蒙四地残联签署《助残志

愿服务制度化合作框架协议》，助力志愿助残一体化发展。联合市

民政局等单位举办“传承创新共享”青年助老服务研讨会，支持

夕阳再晨出版《手机里的大世界》《爸妈微信 e时代》《助老志愿

服务工作方法》系列丛书，提升助老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 

3.强化公共文化设施志愿服务规范管理。开展公共文化设施

志愿服务工作调研，深入总结推广首都图书馆、首都博物馆等文

化设施志愿服务工作经验和模式；组织公共文化设施相关工作负

责人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专题培训，加强管理人才队伍建设；通

过“志愿北京”信息平台，进一步规范文化设施志愿服务项目发

布。加强文化实施志愿服务典型推介，首都图书馆被中宣部命名

为第三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4.科学推动志愿服务市级示范项目。精细化推进毛主席纪念

堂志愿服务项目，全年组织 5批共 280名志愿者在纪念堂服务 50

天，服务时长 13.8万小时、服务瞻仰群众 131.8万人。认真做好



平安地铁志愿服务项目，平安地铁志愿者达 20.6万名，高峰时参

与服务志愿者超过 6.8万人次。按照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办的统一

要求，严格把关，优中选优，选拔 50名专业能力高、身体素质强

的北京大学生志愿者赴西藏、新疆等地开展服务。广泛动员各级

团组织力量，扎实推进“暖冬行动”春运志愿服务，为出行旅客

送去温暖。 

三、坚持以制度化建设为主线，激发志愿服务组织活力 

1.志愿服务信息平台不断完善。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年—2035年）》要求，改进和提升信息平台性能和安全防

护，单日可承载注册志愿者突破 15万人，单日可承载访问量突破

300万。编制《北京市志愿服务指南 2017》（“志愿服务大黄页”）。

建立“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周培训机制，累计培训平台管理员超

过 500人次。推进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试运行并顺利通过终验，

得到民政部好评；推动国家旅游局、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办等单位

接入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截至目前，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

注册志愿者超过 6650万人。认真做好 2017年度实名注册志愿者

保险，保险保障额度和增值服务创新高。 

2.志愿服务终端平台不断优化。隆重表彰第二批首都学雷锋

志愿服务站（岗）金牌项目，启动第三批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岗）、示范站（岗）申报命名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已命名站（岗）

3981个、示范站（岗）471个，成为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

发展的特色阵地。联合首都文明办等单位开展全市学雷锋志愿服

务工作座谈会，推广第三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首都图书馆、



北京恒兴西站物业管理中心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张瑞秋、历莉的典

型经验和优秀事迹。加强各领域、各系统、各单位志愿服务阵地

统筹力度，开展规范化指导，截至目前，全市志愿服务“终端平

台”近 8万个。 

3.志愿服务培训持续拓展。深化“四师五员”志愿服务计

划，认证的培训师、项目督导师、管理咨询师、文化推广师达 1000

名，五员志愿者骨干突破 1万人。编撰《助残志愿服务实务指南》

《助老志愿服务工作方法》《五员志愿服务培训导引手册》等培训

手册。完善“志愿北京”平台在线培训课程，新增在线课程 30

课时。联合首都文明办、市民政局等单位举办贯彻《志愿服务条

例》专题培训班，提升志愿服务制度化水平。 

4.志愿服务研究持续深化。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丛书

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志愿服务概论》《自上而下》出版发行，

累计出版图书 44部 47本。志愿服务标准化体系研究项目有序推

进，承接完成民政部《志愿服务基本术语规范》编制工作。按照

市政府要求，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完成《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

修订草案调研工作。联合市质监局，出台全国首个省级志愿服务

标准《大型活动志愿服务管理规范》，夯实首都在大型活动志愿服

务的领先地位。 

5.志愿服务队伍持续壮大。根据需求孵化成立北京医疗专家

志愿服务总队、北京市人民调解志愿者队伍、北京地税青年志愿

者服务队、华润医药商业集团志愿服务总队、中国人寿志愿者协

会等 6支专业志愿者队伍，专业志愿者队伍增至 130支。落实《北



京市“十三五”时期应急体系发展规划》要求，配合做好《北京

市社区应急志愿服务站与基层应急体制机制改革专项研究》课题

研究，探索社区应急志愿者服务站运行试点，推动大兴区泰中花

园社区建立社区应急志愿服务站。 

四、以党的建设为引领，打牢志愿服务工作基础 

1.强化党对志愿服务工作的领导。在全市志愿服务组织中开

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创新运用“微党课”“微消息”等

形式，累计发布“微党课”18期；组建党建专家智慧库，开展“重

走自行车‘驼峰’航线、传承志愿精神”等主题活动，着力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加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每周五中午

就近开展为“共享单车”安家志愿服务活动，支持孵化成立北京

市老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总队，发挥党员团员的先锋模范和骨干

作用。 

2.加强市志愿服务联合会行业组织作用。联合市民政局等单

位出台《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实施意见》。发挥市志愿

服务联合会枢纽职能，推动各领域、各行业成立“枢纽型”志愿

服务组织。优化“志愿服务组织孵化与发展支持平台”项目，通

过政策扶持、经费支持、资源对接、培训督导等方式，引导志愿

服务组织规范发展。推动延庆区成立志愿服务联合会，区级“枢

纽型”志愿服务组织增至 14 家。指导通州、怀柔、延庆等 3个全

国文明城市（区）提名城区做好志愿服务专项工作，提高城市文

明程度。 



3.切实增强联合会秘书处服务能力。为加强干部自主学习、

交流分享，全年开展“午读”和“晨讲”活动共 24次，开展专项

培训 19次。完善联合会常务理事会、理事会、秘书长会制度，加

强与各相关单位的工作沟通和联动。优化联合会秘书处工作人员

结构，强化高校学生志愿服务实训基地作用，广泛吸收挂职、兼

职人员和志愿者参与联合会日常工作，确保各项任务完成。全年

共接待基层志愿服务组织举办各类会议和培训 188场，接待京外

志愿服务组织来访交流 31 批次 558 人、境外志愿服务组织来访

21批次 650人。全年参与 12355咨询热线项目的志愿者 927人次，

接听电话 9147个，服务时长 7594小时。 

 

                           

 

 

 

 

 

 

 

 



 

 

 

 

 

 

 

 

 

 

 

 

 

 

 

 
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秘书处                 2018年 5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