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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地区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探析
喇光忠

临夏回族自治州中心血站，甘肃 临夏  731100

摘      要  ：   本文围绕临夏地区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体系展开深入研究。全面梳理了该地区无偿献血工作的发展概况，剖析了志愿服

务体系在组织架构、制度建设和活动开展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针对志愿者招募及流失、培训管理、激励机制等现存问

题，提出了强化招募留存、完善培训管理、优化激励等具体对策，旨在推动临夏地区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体系的完善与

发展，为保障医疗用血安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进步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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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volunteer service system for blood donation without 

compensation in the Linxia area. It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verview of blood 

donation without compensation in the region and analyz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volunteer service 

system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activity implementation. In 

response to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volunteer recruitment and turnover, training management,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improving training management, and optimizing incentives are proposed. The aim i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olunteer service system for blood donation without 

compensation in the Linxia area,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ensuring the safety of medical blood use 

and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social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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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偿献血是医疗临床用血的重要来源，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关键公益事业。志愿服务作为无偿献血工作的重要支撑力量，在

提升献血服务质量、拓展献血宣传广度和深度、增强公众参与度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临夏地区在推进无偿献血事业的进程

中，积极探索志愿服务体系的建设，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深入研究临夏地区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对

于优化该地区的无偿献血工作机制，确保临床用血的充足与安全，弘扬社会正能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临夏地区无偿献血工作概况

（一）历史沿革

临夏地区的无偿献血工作起步阶段面临诸多困难，人们对献

血知识了解甚少，传统观念也束缚着无偿献血工作的开展。彼时

主要依靠政府部门行政动员，组织机关单位、学校等集体参与献

血活动 [2]。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健康意识提升，对无偿献血

的接受度逐渐提高。街头流动采血点的设立是重要转折点，为市

民提供了便捷献血途径，激发了公众自愿献血的积极性。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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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国家无偿献血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临夏地区积极学

习国内先进地区经验，不断完善采血设施、优化采血流程，逐步

建立起稳定的采血网络和工作机制，推动无偿献血工作朝着规范

化、常态化方向稳步迈进。

（二）现状描述

截至2024年6月，临夏地区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无偿献血工

作格局。采血机构方面，以州中心血站为核心，各县市设有多个

固定采血点和流动采血车，形成覆盖全地区的采血网络。先进的

血液采集、检测和储存设备广泛应用，确保了血液质量安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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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无偿献血的群体日益多元化，涵盖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

工、高校学生、部队官兵以及普通市民等。在献血类型上，全血

捐献仍占主导地位，同时血小板捐献等成分献血的比例也在逐步

提高。此外，血液信息管理系统全面运行，实现了从血液采集、

检测、储存到发放的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

血液调配的准确性 [5]。

（三）成效展示

近年来，临夏地区无偿献血工作成绩斐然。献血人次和采血

量持续稳定增长，为地区临床用血提供了坚实保障。自2013年以

来，临夏州先后4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荣誉称号，20

年来，全州有29万多人次干部群众参加无偿献血，采血量达6000

多万毫升（60吨），采集血小板6600多，向临床提供悬浮红细胞

28.4万单位、冰冻血浆28万单位、冷沉淀1.2万单位、血小板6600

多单位、洗涤红细胞1230多个单位、冰冻 Rh阴性红细胞120单位，

成分血使用率100％，全面保障了全州各级医疗机构临床安全用血需

求 [6]。随着无偿献血宣传工作的深入开展，社会公众对无偿献血的认

知度和认同感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中

来。地区内还涌现出一批长期坚持无偿献血的先进个人和集体，他们

的善举不仅为挽救生命做出了贡献，也在社会上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

动作用，促进了地区公益文化的发展。

二、临夏地区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现状

（一）组织架构

目前，临夏地区已初步搭建起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的组织架

构。州中心血站设立了专门的志愿服务管理部门，负责统筹规划

和协调全地区的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工作。该部门承担着制定志愿

服务工作计划、招募志愿者、组织培训以及监督管理等职责 [7]。

各县市采血点也配备了相应的志愿服务管理人员，负责本地志愿

者的日常管理和活动组织。同时，临夏地区还成立了多个无偿献

血志愿者协会和团体，这些社会组织在志愿者招募、宣传推广、

活动策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8]。不同组织之间初步形成了分

工协作的工作模式，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沟通协调不够顺

畅、信息共享不及时等问题，导致工作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制度建设

在制度建设方面，临夏地区制定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规章制度。涵盖志愿者招募制度，明确了招募条件、

流程和渠道；培训制度，规定了培训内容、方式和时间安排，包

括献血知识、服务技巧、沟通能力等方面的培训；服务规范，对

志愿者在采血现场的服务行为、语言规范等做出了详细要求；考

核评价制度，建立了对志愿者服务表现的考核指标和评价方法，

定期对志愿者进行考核评估。然而，在制度执行过程中，部分制

度存在落实不到位的情况，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反馈机制，导致一

些制度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活动开展

临夏地区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比

如，为保障应急供血安全，先后组建并不断扩大三支队伍“临夏州

稀有血型志愿者队伍”、“临夏州机采血小板志愿者队伍”和“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者队伍”，不断织密织牢血液安全大网 [9]。同时，

挂牌并全力打造温馨舒适的“临夏州稀有血型志愿者”、“临夏州

机采血小板志愿者”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者”爱心之家，持续巩

固维护、扩充发展好志愿者队伍，真正让志愿者有荣誉感和归属

感。此外，还高质量开展了十届机采血小板志愿者联谊会和五届稀

有血型志愿者联谊会，为血站和机采血小板、稀有血型志愿捐献者

之间搭建了友谊的桥梁，增进了献血者之间的交流，增强了血站和

捐献者之间的凝聚力 [10]。为巩固发展我州机采血小板和稀有血型志

愿捐献者队伍和更好地保障我州临床供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1]。

三、临夏地区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问题

（一）志愿者招募与流失问题

志愿者招募面临较大困难，宣传渠道相对单一，主要依赖传统

的线下宣传和内部推荐，对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利用不够充分，导

致招募信息的传播范围有限，难以吸引更多潜在志愿者的关注 [12]。

招募活动缺乏针对性，未能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制定个性化

的招募策略，使得招募效果不佳 [13]。志愿者流失率较高，一方面，

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支持和激励，个人的付出未能得到

充分的认可和回报，导致积极性受挫；另一方面，志愿服务时间与

志愿者的工作、学习时间冲突较为常见，缺乏灵活的排班制度和合

理的时间安排，使得志愿者难以长期坚持参与服务。

（二）培训与管理不足

培训内容不够全面和深入，侧重于基本的献血知识和简单的

服务技巧培训，对志愿者的综合素质培养，如沟通能力、应急处

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的培训相对欠缺。培训方式较为单

一，主要以集中授课为主，缺乏实践操作和案例分析，导致培训

效果不够理想，志愿者在实际服务中难以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和技

能。在管理方面，存在管理不规范、职责不明确的问题。对志愿

者的日常管理较为松散，缺乏有效的考勤和监督机制；在任务分

配上，存在不合理的情况，导致部分志愿者工作任务过重或过

轻，影响工作积极性和服务质量 [14]。

（三）激励机制不完善

现有的激励机制以精神奖励为主，如颁发荣誉证书、表彰优秀

志愿者等，物质奖励相对较少且力度不足，难以充分调动志愿者的

积极性 [15]。激励措施缺乏针对性，未能根据志愿者的服务时长、服

务质量和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差异化激励，导致激励效果不明显。

此外，对志愿者的回馈机制不健全，志愿者在参与志愿服务后，未

能在职业发展、社会福利等方面得到实质性的回馈，使得志愿者的

获得感较低，影响了他们持续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 [16]。

四、临夏地区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与

建议

（一）加强志愿者招募与留存

拓宽招募渠道，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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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渠道发布志愿者招募信息，扩大招募范围，提高招募信息

的传播效率。针对不同群体制定个性化的招募策略 [17]，例如，

针对高校学生，可与学校团委、学生社团合作，开展校园招募活

动；针对上班族，可利用下班后或周末时间组织招募宣传。建立

志愿者人才库，对志愿者的个人信息、服务特长、服务时间等进

行详细记录和分类管理，以便根据不同的服务需求及时调配志愿

者。关注志愿者的需求，提供合理的补贴和福利，如交通补贴、

餐饮补贴、购买意外保险等，解决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的实际困

难。合理安排志愿服务时间，采用灵活的排班制度，根据志愿者

的时间和意愿进行科学调配，减少志愿服务与工作、学习时间的

冲突。

（二）完善培训与管理体系

丰富培训内容，除了基本的献血知识和服务技巧外，增加沟

通技巧、心理学、应急处理、团队协作等方面的培训课程，全面

提升志愿者的综合素质 [18]。创新培训方式，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多元化培训模式。线上可通过网络课

程、在线讲座等方式进行知识普及；线下可开展实地演练、案例

分析、小组讨论等活动，增强培训的实践性和互动性 [19]。建立健

全志愿者管理机制，明确各管理部门和人员的职责，加强对志愿

者的日常管理和服务监督。建立志愿者服务档案，详细记录志愿

者的服务时长、服务表现、考核评价等信息，为志愿者的表彰奖

励、晋升发展提供依据。

（三）优化激励机制

建立多元化的激励机制，在保留精神奖励的基础上，加大物

质奖励的力度。例如，根据志愿者的服务时长和贡献大小，给予

相应的物质奖励，如礼品、优惠券等。设立志愿者服务积分制

度，志愿者的服务时间和表现可转化为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礼

品、学习培训等。加强对志愿者的社会认可，通过媒体宣传、举

办表彰大会、授予荣誉称号等方式，提高志愿者的社会知名度和

美誉度 [20]。建立志愿者回馈机制，为志愿者提供职业发展支持，

如实习机会、就业推荐；在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给予志愿者

一定的优惠政策，增强志愿者的获得感和归属感 [21]。

五、结语

临夏地区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对于保障地区医疗用血

安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意义重大。未来，随着志愿服务体

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临夏地区的无偿献血工作将迎来更好的发

展局面，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做出更大贡献。同时，应持

续关注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探索创新，

推动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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