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圆梦工程”2021 年度结项报告

截止 2021 年 12 月

一、 项目简介

为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办关于开展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的通

知》（文明委〔2021〕15 号）和《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湘办发〔2020〕

12 号），通过开展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让农村留守儿童感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长沙市绿舟防灾

减灾促进中心志愿者讲师走进宁乡市、韶山市、安化县、桂阳县、新

田县等 5 个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省级试点县，为 67所学校农村

留守儿童带来儿童安全卫生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及卫生健康包。

二、项目执行情况

圆梦工程项目总共在 5个地区开展了活动，具体分配如下：

宁乡地区 10 校：11 月 24 日-12月 29日 20 场：学生人数：1020 人，

发放卫生健康包 500个；

韶山地区 4校：12 月 13 日-12 月 16日 8 场：学生人数：424 人，发

放卫生健康包 200个；

安化地区 23 校：12 月 22 日-12月 24日 46 场：学生人数：3174 人，

发放卫生健康包 1150个；

新田地区 11 校：12 月 1日-12 月 2 日 22 场：学生人数：1258 人，发

放卫生健康包 550个；

桂阳地区 19 校：11 月 29 日-12 月 3 日 38 场：学生人数：2842 人，



发放卫生健康包 950个；







地区 序号 校名 捐赠物资数量 课程 人数

桂阳县

1 桂阳县正和镇正和中心校 50 套
课程 3 40 人

课程 7 50 人

2 桂阳县仁义镇仁义中学 50 套
课程 2 42 人

课程 6 40 人

3 桂阳县太和镇太和中心校 50 套
课程 2 50 人

课程 6 50 人

4 桂阳县方元镇燕塘中心校 50 套
课程 2 100 人

课程 7 59 人

5 桂阳县方元镇中心校 50 套
课程 3 50 人

课程 5 50 人

6 桂阳县浩塘镇浩塘中学 50 套
课程 3 50 人

课程 5 50 人

7
桂阳县舂陵江镇古楼中心

校
50 套

课程 3 100 人

课程 5 100 人

8 桂阳县荷叶镇荷叶中心校 50 套
课程 2 54 人

课程 6 65 人

9 桂阳县四里镇四里中学 50 套
课程 2 755 人

课程 6 45 人

10 桂阳县塘市镇塘市中学 50 套
课程 2 57 人

课程 5 58 人

11 桂阳县流峰镇桂阳二中 50 套
课程 3 55 人

课程 6 52 人



12 桂阳县白水乡白水中心校 50 套
课程 3 50 人

课程 7 50 人

13 桂阳县敖泉镇敖泉中心校 50 套
课程 1 89 人

课程 5 43 人

14 桂阳县和平镇和平中心校 50 套
课程 2 44 人

课程 6 44 人

15
桂阳县欧阳海镇欧阳海中

心校
50 套

课程 1 50 人

课程 6 50 人

16 桂阳县莲塘镇桂阳七中 50 套
课程 1 50 人

课程 6 50 人

17 桂阳县洋市镇洋市中心校 50 套
课程 2 100 人

课程 6 50 人

18 桂阳县雷坪镇雷坪中心校 50 套
课程 1 50 人

课程 6 50 人

19 桂阳县樟市镇樟市中学 50 套
课程 3 100 人

课程 6 50 人

新田县

20
新田县新隆镇新隆中心校

复兴少年宫
50 套

课程 2 87 人

课程 6 154 人

21
新田县陶岭镇陶岭学校复

兴少年宫
50 套

课程 2 45 人

课程 5 50 人

22
新田县枧头镇枧头学校复

兴少年宫
50 套

课程 3 100 人

课程 6 50 人



23
新田县羊镇石羊中心校复

兴少年宫
50 套

课程 4 50 人

课程 5 50 人

24
新田县金盆镇金盆中心校

复兴少年宫
50 套

课程 2 41 人

课程 5 38 人

25
新田县三井镇三井学校复

兴少年宫
50 套

课程 2 55 人

课程 5 52 人

26
新田县新圩镇新圩中心校

复兴少年宫
50 套

课程 2 38 人

课程 5 48 人

27
新田县大坪塘镇知市坪中

心校复兴少年宫
50 套

课程 2 50 人

课程 6 50 人

28
新田县骥村镇骥村中心校

复兴少年宫
50 套

课程 2 50 人

课程 6 50 人

29
新田县金陵镇莲花学校复

兴少年宫
50 套

课程 3 50 人

课程 7 50 人

30
新田县门楼下乡门楼下学

校复兴少年宫
50 套

课程 3 50 人

课程 6 50 人

宁乡市

31 宁乡市回龙铺中学 50 套
课程 1 52 人

课程 5 52 人

32 宁乡市坝塘镇沩乌中学 50 套
课程 1 50 人

课程 5 50 人

33 宁乡市煤炭坝镇煤城中学 50 套
课程 1 50 人

课程 6 50 人



34 宁乡市沩山中学 50 套
课程 1 50 人

课程 6 50 人

35 宁乡市灰汤镇双盆小学 50 套
课程 1 50 人

课程 6 50 人

36 宁乡市周南靳江中学 50 套
课程 1 50 人

课程 6 50 人

37 宁乡市老粮仓中学 50 套
课程 1 52 人

课程 6 52 人

38 宁乡市沙田乡五里堆中学 50 套
课程 1 52 人

课程 6 52 人

39 宁乡市龙田学校 50 套
课程 1 50 人

课程 6 50 人

40 宁乡市道林中学 50 套
课程 1 52 人

课程 6 56 人

韶山市

41 韶山市白关学校 50 套
课程 1 52 人

课程 6 52 人

42 韶山市如意学校 50 套
课程 1 58 人

课程 6 58 人

43 韶山市城前小学 50 套
课程 2 50 人

课程 6 50 人

44 韶山市银田学校 50 套
课程 1 52 人

课程 6 52 人



安化县

45 安化县平口镇完小 50 套
课程 2 50 人

课程 5 50 人

46 安化县古楼乡完小 50 套
课程 4 50 人

课程 5 50 人

47 安化县南金乡完小 50 套
课程 2 50 人

课程 6 50 人

48 安化县柘溪镇完小 50 套
课程 2 78 人

课程 6 78 人

49 安化县渠江学校 50 套
课程 2 47 人

课程 6 44 人

50 安化县烟溪镇完小 50 套
课程 2 48 人

课程 7 74 人

51 安化县奎溪镇完小 50 套
课程 2 132 人

课程 7 132 人

52 安化县碧丹村完小 50 套
课程 4 135 人

课程 6 135 人

53 安化县黄沙坪完小 50 套
课程 2 54 人

课程 5 54 人

54 安化县沙田小学 30 套
课程 3 30 人

课程 6 30 人

55 安化县大桥村学校 50 套
课程 1 79 人

课程 7 46 人



56 安化县金鸡村完小 50 套
课程 3 103 人

课程 7 103 人

57 安化县文溪完小 50 套
课程 2 50 人

课程 7 50 人

58 安化县江南镇完小 70 套
课程 1 48 人

课程 7 51 人

59 安化县小淹镇完小 50 套
课程 2 58 人

课程 5 54 人

60 安化县长乐完小 50 套
课程 3 152

课程 6 52 人

61 安化县鱼水村学校 50 套
课程 2 54 人

课程 6 54 人

62 安化县高明乡完小 50 套
课程 2 60 人

课程 5 61 人

63 安化县东山完小 50 套
课程 1 51 人

课程 6 50 人

64 安化县浮青村学校 50 套
课程 4 81 人

课程 5 77 人

65 安化县栗林学校 50 套
课程 2 41 人

课程 6 44 人

66 安化县山口学校 50 套
课程 2 94 人

课程 5 210 人



三、财务管理

【项目收入情况】

收入日期 摘要 金额（元） 备注

2021 年 10 月 25日 圆梦首款 ￥50000.00

【项目支出情况】

序号 名称 单价 数量 预算 实际支出

1 讲师费 280 元*2 人 67 场 37520 元 40200 元

2 运输费 100 元*场 67 场 6700 元 12228 元

3 食宿费用 85元*2人*场 67 场 11390 元 3145 元

4 项目管理费用 50元*场 67 场 3350 元 3350 元

5 安全防疫费用 67所学校 67 场 1040 元 847 元

心理课课堂礼品 0 元 230 元

合计 ￥60000元 ￥60000 元

四、活动反馈

活动结束后，得到了各地区老师们的高度认可，校长对志愿者说：

“学校没有医务室，课间孩子们玩耍打闹经常会出现磕磕碰碰或者扭

伤，也只能简单处理一下，学习了自救、互救知识，以后出现类似情

况就知道如何处理了。心理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67 安化县克明村学校 50 套
课程 3 65 人

课程 6 65 人



自己，让学生学会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并不断完善自己，对学生和

老师都有非常大的帮助，非常实用，希望能普及，让更多人受益。”

五、活动总结

参与活动的学生们年龄最小的七左右，最大的十五岁左右，但是

普遍的安全意识都比较薄弱。安全教育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努

力，在引导孩子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的同时，也应提高识别安全隐患能

力，掌握安全自救方法。但在我们关注安全的同时，也需要将心理健

康教育融入日常生活中，多观察孩子情绪上的变化，了解孩子在想什

么，帮助孩子正确认识压力，学会自我控制和情绪管理，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