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名称

“活出最好的样子—2024年老年春晚”公益活动

二、项目简介

为传承和发展中国优良的文化艺术，博爱基金于2023年

11月启动开展“活出最好的样子—2024年老年春晚”公益

活动。活动立足人民群众生活中，寻找“有筋道、有道德、

有温度”的鲜活素材，传递真善美、传播正能量、富有生命

力的优秀作品。活动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方式征集节目，

统一编创，为全国老年人献上一场视听盛宴，增强老年人的

社会参与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老年人

的生活和精神需求，加强对老年人的关怀和支持。

三、项目周期

2023 年 11 月 15 日—2023 年 3 月底

四、项目执行单位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博爱基金

五、项目预算

705159 元

六、项目联系人

张雁威 010-85323802

七、项目阶段性报告

（一）项目各阶段实施情况；



自筹备至此次第一期第二期项目顺利结束，在实施过程

中，项目组立体化、程序化、差异化的完成与各个老年团队

的对接工作，瞄准“银发社区文化”实现精神层次的升华，

助力引领老年社会公益文化品牌发展。现对各项实施过程中，

具有品牌传播力、扩散传播通路、情感价值链接在各阶段上

的表现集中说明。

1）筹备及立项初期，设立模式让老人团队明确活动形

式

项目组成立，汇集北京、山西等各区域优秀老年团体引

领者共同探讨，经过多次严谨的讨论，共同敲定已“展示秀”

的方式形成传播通路与实施方式，渗透多渠道下沉与传播平

台助力，逐步积累传播势能，用流量撬动数量，将复选、总

决算的矩阵模型夯实在参加项目的社区团队心中。程序化的

将老年团队分层管理，根据各圈层不同情绪特点，使用更具

有亲和力的触达方式，让参加者有满足感，归属感，价值感。

2）执行期，稳中快速高效的完成阶段工作

1.发布。在敲定最终的活动形式之后，向各个团队发布

会上公布了活动的规则及周期，同步开始宣传报道，对活动

进行造势。

2.初期节目筛选。遴选初期我们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

进行北京山西区域的报名和节目收集，线上报名团队共 313

支，线下报名团队 203 支，其中不包含推荐的优秀团队（全



国获奖节目团队），满足我们上传节目要求的团队 238 支，

多名专业评委用 5 天，全部节目审核结束后，筛选出 98 支

团队参与演出。

（3）协调排练场地。遴选活动期间在与各团队接触过

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团队主要诉求来源于排练场地不足，导

致团队发展缓慢，团队成员更迭频繁，节目质量参差不齐，

项目组经过协调，协调了 5 个场所，共 23000 平米的演出排

练场地，并免费提供给各个团队进行排练。同时，也遵守国

家防疫政策与安全政策，确保每个团队的排练安全及人身安

全，杜绝人多情况下的交叉感染。

（4）演出场地。为了确保为各团队提供更好的演出场

所，项目组经过多方协调，挑选去符合复选及活动要求的场

地 3 个，场地尺寸面积均在 1000 平以上，舞台尺寸均在 16

米×10 米以上，经过评委及专家现场勘察，最终演出场地确

定为 1600 平米的会议厅，同时扩建舞台，确保演出的最佳

效果。

现场我们还有 6 名摄影师，分成 3 个摄像，3 个摄影，

对节目及现场情况进行收集，然后同时我们还有 2 个游机小

组，在活动间隙对各个团队进行采访，收集每个团队对活动

的意见、建议及期望。

为了能够更好更安全的推进活动，我们还安排了 30 个

人的现场运维团队，每个岗位都确保职责落实到到位，保障



项目的顺利进行。

（二）项目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在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同的困难和问题，

但在多方协调及支持下得以圆满解决。

1）场地排练紧缺

本次活动中，我们与很多团队负责人建立联系，发现很

多团队的作品参差不齐，且由于场地原因导致团队队形及节

目编排无法表现出完整的状态，所以项目组在较短的时间内，

协调了 5 块场地，但场地的租赁费用不低，为我们项目组在

沟通过程造成了很多困难。

2）参演团队成员健康状态

近期全国范围内支原体肺炎及流感过于严重，导致很多

团队成员生病，在我们确定了时间的情况下，很多团队无法

确认能否准时参演，项目组也是在尽力的每日沟通和确定每

个团队的参演时间。

解决方式：经过我们持续的沟通，很多团队因为生病人

数较多导致节目完整性不高，但因为场地准备环境比较好，

考虑到环境及健康情况，项目组劝退了部分团队，同时也收

获了这些团队的好感，进一步增强了团队与项目组的黏性。

3）复选及总决选演出场地

由于此次活动时间紧，任务重，项目组对于活动的要求

为正规化，演出场地同样以正规的形式进行要求，项目组最



初确定了 2 块不同的场馆作为最终的演出场地，邀请专业的

评委老师查看场地之后，发现 2 个场地存在各自的问题，并

且存在无法扩建的情况。所以项目组又连夜协调其他场地，

最终在活动前两天，确定了最终的演出场地，场地 1600 平

米，但舞台尺寸较窄，所以进行外延扩建，从原有的 4 米扩

展至 12 米，舞台尺寸最终为 16 米×12 米。同时我们再舞台

安全上做了严格的处理，确保每个老人的表演安全。

解决方式：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团队，我们有深耕中

老年用户团体的合作伙伴，在老年活动中给出了中肯的意见，

让品牌力量在老年团队中迅速加深。

（三）项目可供借鉴的经验；

1）专业运维团队

整体运维团队 30 个人，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从签到

到彩排，走场，到现场表演开始，至活动结束。工作流程清

晰明了，面对团队的问题及时应变，活动没有出现空场等重

大失误。并且以专业指导建议为主，不会出现干预各个环节

工作人员操作的情况。

2）活动安全把控

整个活动以老年人群为主，从最初开始对接，发现又生

病的情况，就在控制到场人员的数量，并对生病较为严重的

团体进行团队，现场也将各团队区域间隔开，实现空气流通，

避免过于接近导致的病毒感染，同时为活动购买商业活动保



险，现场配备医疗组在活动外围待命，避免发生意外情况。

（四）项目成果

1.项目目标达成情况；

目前项目一期、二期已经结束，历时 2 个半月，覆盖 6700

余人，团队 300 余支，满足表演要求节目的团队有 98 支，

活动线上传播触达近 62 万人次的关注。

2.项目的社会效益及社会影响力；

活动直接影响北京山西等区域近 62 万人次，间接影响

超百万人次。让“文化养老”直观展示在大众面前，让更多

的人可以参与进来，为广大热爱文艺的老年朋友提供了非常

好的展示舞台，获得了广大老年人的好评。社会影响力大，

引发更多人和爱心企业关注老年群体。

（五）项目宣传推广

利用 30 家主流媒体，150 家相关媒体，1000 余家互联

网媒体矩阵同步开始宣传报道。将项目的优势、特点、价值

等信息传递给目标受众，以增强项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将

项目的优点和特色传递给更多的人。

目前，第三期正在执行过程中。

八、部分相关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