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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调查研究分析——以西安培华学

院为例 

杨媛  王朋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  要：本文以问卷调查、电话访谈形式对西安培华学院“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近五年代表进行深入调研，了解服务期间

职业发展情况并对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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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研分析 

本次调查对象涵盖 2019-2023 届西部计划志愿者，问卷共

发放 139 份，回收有效问卷 119 份，回收率为 85.61%，其中女

生 70 人，占 58.82%，男生 49 人，占 41.18%。 

参与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期限在 1 年有 29 人，服务期 2 年

有 80 人，3 年有 10 人，根据西部计划相关政策规定，服务期

满二年且考核合格志愿者，3 年内报考研究生，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志愿者服务期满 2 年且考核合格，

报考公务员等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故服务期在 2 年人数较多。

在调研 119 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期满或即将离岗后就业选择

时，5 人表示将继续扎根基层、留在当地；92 人表示已经考上

或准备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或研究生；12 人表示已再就业；10

人表示目前还在待就业状态。根据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志愿

者在服务期满或再就业时会考虑事业单位、公务员等方向。西

部计划志愿者服务期满后“继续扎根基层、留在当地”最主要

原因有服务地项目办对就业优惠政策落实较到位、当地能解决

工作编制问题、在这里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更愿继续扎根在基

层、当地经济发展有很大潜力等方面，分别占比 42.04%、

16.82%、9.2%、31.94%。 

在调研西部计划志愿者最终未选择“继续扎根基层、留在

当地”最主要原因时，有 39 人认为就业优惠政策未能落实到位，

25 人认为服务地未能解决编制问题，35 人认为需要继续深造，

提升自身竞争力，20 人认为当地经济发展落后，不利于个人发

展。在询问西部计划志愿者是如何获取西部计划招募信息主渠

道时，大部分志愿者表示是从学校、学院和往届学长学姐介绍

中获悉，占比达 81.52。志愿者们在西部计划志愿服务期间，最

想得到是公文写作、礼仪接待培训和心理健康及应急救援知识

培训，分别占比 35.29%、47.9%，可见大家更多关注更贴合工

作及生活培训知识。学校西部计划项目办在实施西部计划招募、

派遣过程中存在最主要问题时，8.4%志愿者认为岗位招募专业

不匹配，3.36%人认为培训内容和力度不够，75.63%志愿者认为

学校在二次就业指导力度不够，12.61%志愿者认为学校项目部

在大家服务期间联系和关怀不够。志愿者们也表示，希望学校

西部计划项目办在西部计划实施过程中能够提供更多考研、就

业方面资讯，有针对性岗前培训，定期保持联络和建立人才培

养信息库，进行跟踪培养，分别占比 57.14%、15.13%、2.52%、

25.21%。 

超一半志愿者认为服务单位在西部计划实施过程中对志愿

者不够重视，工作内容比较琐碎且对志愿者关怀欠缺。67.23%

志愿者表示，希望在服务期限满后，服务地项目办和服务单位

能够增设更多编制和提供工作待遇问题；近 90%志愿者表示，

省项目办在西部计划实施过程中优惠政策得不到落实、各级部

门工作监督考核不足和培训对接不足，11.76%志愿者认为后续

就业及人才培养不够重视。在调研西部计划志愿者最想要获得

省项目办哪些帮助时，有 40 名志愿者希望省项目办能够组织西

部计划相关专场招聘，提供更多就业信息和机会；65 名志愿者

希望省项目办能够出台相关政策，协同服务地项目办和服务单

位增设更多编制和提高工作待遇；4 名志愿者希望省项目办能

够建立科学考核和评价机制，对志愿者进行激励奖惩；10 名志

愿者希望多多关注志愿者后续发展，进行跟踪培养。65%志愿

者表示在参加西部计划服务前和服务期满后家人朋友都不太支

持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后家长才同意，只有 35%志愿者表示家里

人比较支持，不支持原因在于：并未真正缓解就业压力（占比

16.82%），对个人能力提升和成长帮助不大（占比 42.01），工资

待遇低（31.94%），离家太远（9.23%）。 

志愿者们在参加西部计划后，获得激励方式有哪些时，21%

志愿者表示物质奖励更多，30%志愿者表示精神激励更多，39%

志愿者表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差不多，还有 10%志愿者表示

自参加西部计划以来，并未得到任何形式激励。志愿者对服务

期满后再就业态度时，35%志愿者表示持乐观态度，有着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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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验，今后能够更好开展工作，30%志愿者持乐观大于悲

观态度，15%志愿者表示悲观大于乐观，认为当前就业形势还

是比较严峻，再就业感觉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20%志愿者表

示非常悲观，因为参与西部计划志愿后，也不能留下，服务期

满后还是要去重新找工作，而且不知道要找什么样工作，比较

迷茫；参加西部计划后和最开始预期目标，5%志愿者表示完全

实现，通过几年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工作，考上了公务员，找到

了自己理想工作，实现了自己梦想；60%志愿者表示基本实现，

几年基层工作经验在再次就业过程中还是非常有帮助调研西部

计划志愿者在服务期满后是否享受优惠政策这一问题时，55%

志愿者表示享受到了，在服务期满两年后，根据相关政策参加

了硕士研究生考试和事业编、公务员考试；45%志愿者表示西

部计划实施过程中没有享受到优惠政策。其中 40%志愿者表示

西部计划实施过程中急需进一步加大落实报考公务员、研究生、

事业单位等优惠政策；21%志愿者表示需要提高志愿者生活补

贴待遇，目前志愿者待遇较低；25%志愿者表示需要加强各级

部门职能定位，实现“选人-育人-留人”协同管理；14%志愿

者希望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政策，创建更好扎根基层环境；35%

志愿者表示并没有实现自己梦想等。 

2 西部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问题 

2.1 招募系统有短板 

根据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方案中要求，西部计划

志愿者招募应严格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

中派遣”方式进行，但在实施中存在前期宣传动员不足、宣传

方式较单一、招募过程重量轻质、招募透明度不够等问题。项

目团队在调研时，发现省级、校级、院级对西部计划志愿者优

秀事迹宣传和新闻报道相对较少，主要是西部计划出征动态、

招募通知。西部计划项目网络宣传也缺少多样化宣传方式。西

部计划志愿者分配到各高校招募指标名额有限。 

2.2 培训体系有缺失 

当前西部计划志愿者上岗前培训常常重理论轻实践、缺少

详细培训计划、培训针对性不强等问题。特别是志愿者到达服

务岗位后，服务地项目办对志愿者培训极少，很多志愿者到达

服务地后就直接上岗，有被直接安排到基层党政机关撰写材料，

有被直接安排从事新闻宣传等工作。 

2.3 派遣过程有错位 

在西部计划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岗位与专业

不匹配、分配与意愿不一致、需求与供应间不吻合。岗位与专

业不匹配，西部计划志愿者招募工作基本是由高校项目办单独

完成，没有服务单位参与和把关，服务单位也缺少与高校项目

办之间有效地对接联系。分配与意愿不一致，有些志愿者并未

真正来到最需要他们岗位上去。同时，志愿者在到达服务地前

并未得知这些变动，只能服从组织和领导安排，哪里需要去哪

里，也不好意思向上一级部门反映。特别是在实施过程中，很

多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等基层单位因经济环境、

地理位置等因素，在申请服务岗位时无法达到规定条件，没能

纳入西部计划实施范围内，但事实上这些地区特别需要志愿者。 

3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管理出路探索 

3.1 社会+学校+家庭三级联动支持项目发展 

建立家庭、学校、社会支持环境是实现西部计划协同管理

强有力保障。社会主流媒体要加强对西部计划典型事迹报道和

宣传，各类新闻媒体对西部计划应给予更多关注，营造良好社

会舆论支持环境，做好志愿服务政治引导、文化引导、价值引

导以及思想引导等，提升志愿服务在全社会知名度。学校要建

立和管理好各类志愿服务校园组织，积极开展各类校园志愿服

务活动和比赛，及时推广优秀志愿者事迹，鼓励更多大学生到

基层去锻炼和就业。 

3.2 完善西部计划志愿者招募、培训及派遣机制 

“高校项目办-志愿者-服务单位”各参与主体间要加深相

互之间联络和合作，实现系统协同运动。志愿者培训要加强培

训主体间通力合作，实现系统功能倍增效果。志愿者申报岗位

与服务单位必须严格实行“一人一岗”“定人定岗”原则，各相

关部门要做好及时跟进和监督，杜绝中途其它未申请基层单位

中途“拦截”到不相关岗位而影响志愿者服务顺利实施；做好

基层调研工作，重点关注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

增加这些地区志愿者派遣数量；是实行服务地和服务单位动态

调整。 

结论 

总之，解决“西部计划”志愿者就业问题需要政府部门、

社会各界、高校以及“西部计划”志愿者共同合力，找出症结，

对症下药系统性工程。未来需要建立长期有效机制，为大学生

西部计划志愿者成长成才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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