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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石山灾后重建：活力半边天－乡村妇女赋能项目

项目进展报告

一、项目背景

甘肃省积石山县发生 6.2级地震后，深圳市心源慈善基金会心系

灾区，向一山一水资助 21.5 万元用于积石山灾后恢复重建，在积石

山县大河家镇梅坡村和甘河滩村实施“活力半边天－乡村妇女赋能计

划项目”。该项目旨在缓解项目村受灾妇女心理创伤，提高其身心健

康水平，激发乡村妇女发展潜能，提升其素质与技能，探索以妇女参

与民族文化振兴为切入点实施灾后重建的新模式。

二、项目执行概述

本项目于 2024年 7月正式启动，本报告为第三期（11月-12月）。

2024年 11月—12月，一山一水项目执行团队在 2个项目村共开

展了 2场手机短视频制作技巧培训，累计参与妇女达 85人次。同时

通过组织线上及线下会议完成了 2个村的乡村志愿服务活动计划、外

出参访地选定工作、非遗文化培育活动前期准备工作，确定了此三项

活动的大致内容。项目执行进度按照计划有序推进。

三、项目活动情况

（一）手机短视频拍摄技巧培训

2024年 12月 18日，为满足项目村妇女对手机短视频编辑技能

的学习需求，提高妇女短视频拍摄、剪辑技巧，一山一水项目团队分

别在积石山县大河家镇梅坡村和甘河滩村成功举办了“拍出精彩 记

录美好生活”手机短视频拍摄与制作技巧专题培训，共吸引妇女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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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成员、梅坡村和甘河滩村妇女 80余人参与（活动签到表见附件

1）。培训邀请到临夏州摄影家协会理事毛天兵担任讲师。毛老师从

认识手机的拍摄参数及基本操作、影像视频质量的要素、视频镜头语

言的表达、视频分镜头及脚本的制作等方面展开了详细的讲解，并通

过丰富的实际案例展示，让学员们更直观地理解拍摄要点。随后，毛

老师又详细介绍了视频剪辑软件的操作方法，如剪辑流程、转场特效

添加、字幕制作等，帮助学员们全面掌握短视频后期制作的基本技能。

妇女们认真聆听讲解，不时提出问题与老师互动交流。

图 1 毛老师作手机短视频拍摄与制作技巧专题授课

参与活动的妇女表示此次培训实用性强，为她们打开了一扇通过

短视频展示乡村风貌、推广乡村资源的新窗口，期待能够将所学知识

运用到实际生活与日后活动开展当中，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视频

在信息传播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现在的主流信息载体，也是

宣传的重要手段。此次活动提升了大家对短视频这一新兴传播工具的

运用能力，促进乡村文化、旅游及特色产品的宣传推广，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深入实施。

妇女小组在活动预备及开展过程中积极动员本村妇女参与，主动

配合工作人员，并能有效帮助工作人员进行会场布置，参会妇女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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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引导，在妇女小组的持续参与下，从项目立项之初，项目村妇女参

与人数从只有妇女小组参与到本次活动发动 85名妇女前来参与活动，

增幅超过 70%，同时受益妇女对活动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参与度随着

活动类型的丰富与项目的深入逐步提高。

活动后，工作人员与妇女小组代表参会妇女进行访谈，妇女们表

示，活动形式她们非常喜欢，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活动开展，认为在农

闲时节能够接触学习到新的知识技能，既能提高自己的个人能力与兴

趣拓展，同时也是在闲暇时光里娱学融合的新体验。妇女小组也表示

自项目开展以来，妇女在本村内越来越受到重视，妇女小组可以作为

新的力量参与各项事务，在项目村内的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正不断提高，

越来越受到尊重，她们更愿意去主动表达自己，积极参与社区公共活

动。

图 2-3 毛老师现场指导并解答疑问、妇女们进行短视频剪辑实操

（二）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为丰富乡村妇女和广大村民在灾后的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其建立

重新开启震后新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同时激发妇女自我发展潜能，促

进妇女小组自主策划能力，项目计划支持引导项目村妇女自主开展乡

村志愿文化服务活动，11月初，一山一水项目团队与甘河滩村、梅

坡村妇女小组成员们召开线上会议，了解了她们对后续 7场社区志愿

服务活动的期望和想法，初步设计制定了 2个村的乡村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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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明确了活动的大致方向和框架。

12月中旬，项目团队分别组织甘河滩村、梅坡村妇女小组成员

召开座谈会，重点针对前期制定的活动计划进行了讨论，重点讨论确

定了剩余 7场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活动内容、形式、时间、预算等相

关事宜，后续根据实际执行情况予以调整。

通过座谈，执行团队了解到：梅坡村妇女小组希望开展一些才艺

展示、手工制作、节日庆典等活动，她们表示通过跟村内妇女沟通，

村内 80%的妇女认为可以组织一些文化娱乐类及手工制作活动，还有

20%的妇女希望多组织一些强身健体类的活动；甘河滩妇女小组则更

倾向于举办农业技能培训、亲子教育讲座、人文关怀等活动，她们觉

得这些活动能切实帮助到村民提升生活技能和家庭关系质量，同时也

希望活动能充分考虑到农忙时节的时间安排。

调研结束后，基于座谈结果，项目执行团队对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方案进行了优化和细化，为项目后续工作实施提供了有力依据。

图 4-5 社区志愿服务座谈会

（三）外出参访地选定工作

11月以来，一山一水项目团队通过线上会议及实地座谈的方式

与甘河滩村、梅坡村妇女小组成员们对接，就组织社区妇女骨干交流

学习进行线上研讨，对外出参访的地点进行商讨，了解妇女骨干外出

参访意愿及需求，讨论外出参访人员的选定标准，外出参访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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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外出参访的地点，由项目团队人员与参访意向地沟通活动可行

性。

通过研讨，两村妇女表达了因自身需要照顾家庭的现实原因，希

望外出参访地可以就近选取，且能够具备当天往返的交通条件，以及

可以前往具备深厚的文化和民族特色底蕴的场所参访的想法。妇女小

组认为，外出参访活动可以多样化，包括对场馆历史沿革、文化内容

讲解、非遗文化项目体验等多种形式。最终确定前往甘肃省内相关非

遗场所参访。

会后，工作人员根据上述研讨结果同参访意向地初步取得联系，

对参访时间、活动内容、可接待人数、费用需求等事项进行了沟通，

初步确定前往东乡刺绣枢纽工场等地以及临夏市八坊十三巷等参访。

图 6 项目团队与甘河滩村、梅坡村妇女对接外出参访地选取事宜

该活动策划得到妇女小组积极响应，主动提出在项目村内为工作

人员推荐有意向且符合骨干妇女要求的妇女，协助项目工作人员选拔

并组织相关成员，并希望可以运用短视频培训时获得的拍摄剪辑等技

能，可以协助拍摄，学习与实践结合，切实提高自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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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遗文化培育活动准备工作

11月下旬，一山一水项目团队通过与甘河滩保安族服饰非遗传

承人马秀琴对接，商讨并规划了非遗文化培育活动培训计划，内容涵

盖了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所需物料等，在此基础上拟定了培训

物料采购清单（采购清单详见附件 4），并完成了采购工作。本活动

后续将陆续按计划于 2025年逐月开展，未来活动中一山一水项目团

队将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在甘肃省内寻找选取非遗传承人担任活动讲

师，并于活动讲师对接讲解课程的设计、系列课程的开展计划，并在

活动开展前与妇女小组沟通，为活动提供协助和必要的预备工作。为

传承和弘扬保安族服饰文化搭建起学习交流平台。

图 项目团队与非遗传承人马秀琴对接非遗文化培育活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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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执行计划

序

号
项目活动内容

计划

完成时间
目前完成情况 下一步工作计划

1.社区妇女身心健康活动

1.1 开展心理健康活动 2 场 2024 年 9 月 已完成
持续跟进项目村妇女

能力建设情况

1.2 妇女卫生与健康活动 2场 2024 年 7-8 月 已完成
持续跟进项目村妇女

能力建设情况

1.3 采购发放卫生健康包 150 个
2024 年 11 月

-2025 年 3 月

已完成项目卫生健

康包采购及 80 套健

康报发放工作。

根据活动进度，搭配后

续活动发放剩余健康

包。

1.4
组织1场灾后重建保安族非遗文

化展览
2025 年 4-5 月 无进展 按原计划进行

2.社区妇女能力建设活动

2.1 开展景区销售技巧培训 2 场 2024 年 12 月 未开展

通过与项目村沟通、此

项培训调整至 2025 年

3 月开展

2.2 手机短视频拍摄技巧培训 2 场 2024 年 12 月 已完成
持续跟进项目村妇女

能力建设情况

2.3 组织 8 期非遗文化培育活动
2024年9月-2025

年 4 月

已完成一期活动物

料采购工作

调整至 2025 年，后续

每月陆续开展 1-2 期

2.4
重点资助1名非遗传承带头人专

业化发展
2024 年 10-11 月

已完成学习计划初

稿

通过与项目村非遗传

承人沟通，年底受天

气、交通影响，不宜外

出学习，计划调整至

2025 年 2-3 月开展外

出学习

2.5 非遗传承带头人社区分享会
2024年9月-2025

年 4 月
无进展 计划 2 月开展

2.6
选拔 10 名少数民族妇女骨干外

出参访
2025 年 3 月

完成参访意向地的

讨论
按原计划进行

2.7 外出参访学员社区分享会 2025 年 3 月 无进展 按原计划进行

3.乡村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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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活动内容

计划

完成时间
目前完成情况 下一步工作计划

2.8 组建 2 个妇女发展小组 2024 年 7-8 月 已完成
持续跟进妇女小组能

力建设培训

2.9 组织8场乡村志愿文化服务活动
2024年9月-2025

年 5 月

完成1场社区志愿服

务活动，并与项目村

妇女小组协商、完成

了 2 个村活动方案。

计划在 2025 年 1 月开

展 2 期，后续每月陆续

开展 1-2 期

制作项目宣传短片
2024年7-2025年

6 月

已对接拍摄团队，确

定拍摄大纲，已拍摄

收集部分活动素材。

继续跟进拍摄进度

项目结项 2025 年 6 月 - -

五、项目经费支出情况

本项目资金总预算为 215,000元，经核算，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累计完成项目资金支出共计 58,223.95元，主要用于 7场项目活动

讲师费、物料采购费、差旅费、志愿者补贴以及妇女卫生健康包采购

费。

后续项目团队将进一步细化项目经费的管理与使用，对项目剩余

经费的使用按进度计划支出，保证项目活动的开展，并及时开展经费

使用情况监督与核对。在后续活动中做好经费使用计划，包括保安族

非遗文化展览、景区销售技巧培训、非遗传承人的外出学习和经验分

享、妇女外出参访活动、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等，为项目村妇女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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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积石山灾后重建：活力半边天－乡村妇女赋能项目

短视频拍摄培训活动签到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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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积石山灾后重建：活力半边天－乡村妇女赋能项目

媒体传播信息表

积石山灾后重建：活力半边天－乡村妇女赋能项目媒体传播信息表

序号 机构名称 项目村 活动名称 报道标题名称 媒体链接 备注

1

甘 肃 一 山

一 水 环 境

与 社 会 发

展中心

甘河滩

村、梅坡

村

短视频拍摄

及制作技巧

培训

活力半边天|

Get“玩”起来的

培训：拍出美好，

辑出精彩

https://mp.weixin.q

q.com/s/QvAHYLSBl1n

HxXeMxxFqlw

/

https://mp.weixin.qq.com/s/QvAHYLSBl1nHxXeMxxFqlw
https://mp.weixin.qq.com/s/QvAHYLSBl1nHxXeMxxFqlw
https://mp.weixin.qq.com/s/QvAHYLSBl1nHxXeMxxFq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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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积石山灾后重建：活力半边天－乡村妇女赋能项目

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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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积石山灾后重建：活力半边天－乡村妇女赋能项目

刺绣材料包采购清单

序号 物品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1 白色棉麻布 50cm*70cm 匹 1

2 麻本色棉麻布 50cm*70cm 匹 1

3 仿竹绣绷 15cm 个 1

4 绣线 50 色 捆 1

5 穿线器 常规 个 1

6 皮尺 常规 个 1

7 珠针 常规 盘 1

8 顶针 常规 个 1

9 水消笔 常规 个 1

10 针瓶 大号 个 1

11 拆线刀 大号 个 1

12 针插 优质 个 1

13 绕线板(颜色随机) 优质 片 10

14 金尾针 优质刺绣针 枚 16

15 胸针 常规 个 5

16 纱剪 常规 个 1

17 不织布片 6 色 片 6

18 印布图样 常规花色 片 6

19 收纳盒 木质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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