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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志愿服务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探析

——以安徽财经大学小红帽团支部为例

吴琼

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

然要求。随着大学生志愿群体越来越多涉及“三农”志愿服务，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广泛。

基于此，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以便更有效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以安徽财经大学小红帽团支部为例，

探索大学生志愿服务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促进大学生志愿服务能力提升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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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

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对乡村振兴的

实施作了科学的谋划，并强调要“动员社会参与”，这其中

自然包括志愿服务等公益力量。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

人和建设者，在志愿服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两

者的有机结合，即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又有利于提

升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和综合素质。基于此，本文以安徽财经

大学小红帽团支部为例，探索大学生志愿服务和乡村振兴战

略有机结合路径。

安徽财经大学小红帽团支部成立于 2015年，遵循“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服务精神，主要通过定期组织大

学生开展理论学习、宣传教育、定点帮扶、共驻共建、公益

服务等多种形式帮助帮扶对象解决问题和困难，已组织两百

余次各类志愿服务，参与人次达到 5000余人次。自成立以

来，小红帽团支部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和校级等多项殊荣，

主要有：全国活力团支部称号；团中央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称

号；安徽省“我与改革开放共成长”主题团日活动设计大赛

一等奖；安徽财经大学团支部风采大赛一等奖；2018 年入驻

阿里三小时公益平台，成功入选当年第一季全国激励项目名

单。

2 大学生志愿服务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现状

当前，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开展范围大多局限于城市地

区，农村志愿服务尚未全面展开；大学生志愿服务效果在城

市地区更为显著；大学生志愿服务内容不够丰富、形式过于

单一。

同时，大学生志愿服务助推乡村振兴发展具有一定的优

势。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

到“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积极

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发挥工会、共青团、妇

联、科协、残联等群团组织的优势和力量，凝聚乡村振兴强

大合力”，因此，大学生志愿服务助推乡村振兴发展有国家

政策扶持；另一方面，我国公益事业近年来飞速发展，服务

对象不断扩展，服务队伍逐渐壮大，服务的内容也不断丰富。

这其中的大学志愿服务也逐渐受到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和支持。借助大学生村官、“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等平台，使能力突出且致力于服务基层社会的有志大学生

汇聚到农村地区，为乡村振兴战略贡献青春力量。大学生群

体有着扎实的专业知识、较强的执行力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这些都是大学生志愿服务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坚实基础

和突出优势。

3 大学生志愿服务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研

究

（1）夯实教育基石，提升农村地区学生综合素养，努

力缩小城乡间教育发展差距，实现乡村人才振兴。大学生可

借助志愿服务的路径将更多的高质量教育资源由城市转移

至农村，给予农村地区的学生一定的帮扶，努力构建提升农

村地区教育质量的制度保障。例如，小红帽团支部连续多年

开展“大手拉小手，共筑成长梦”系列活动，系列活动获得

圆满成功并取得一定成效，开阔了学生们的眼界，提升了知

识积累，引导孩子们养成热爱学习、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

有助于农村地区孩子综合素质的提升。同时，小红帽团支部

借助“三下乡”这一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平台，结合自身专业

优势，以农村地区中小学生为重点帮扶目标，采用一对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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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强化专项课程相结合的方式，助推农村地区教育发展。

（2）创新文化载体，注重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焕发乡

村文明气象，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小红帽团支部通过形式多

样的活动传播传统文化，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

如，小红帽团支部和安徽财经大学茶艺社联合举办“继华夏

传统，扬民族精神”活动，向蚌埠市第二实验学校学海路校

区的同学们讲解茶艺、汉服和诗词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知识，加深了同学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理解，增强

了同学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和蚌埠市第二实验学校

学海路校区联合开展“清明扫墓”活动，激发了同学们奋发

向上的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到蚌埠市禹会区幸福养老公寓

开展爱心敬老活动，既让老人们感受到温暖，又传播了“尊

老为善、孝为善首”的传统美德。

（3）践行绿色理念，积极宣传绿色环保生产生活方式，

服务乡村绿色发展，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大学生志愿者可以

在农村地区大力宣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发展

理念，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引导人们践行绿色生活模式。

例如，小红帽团支部积极参加蚌埠市首届“‘Plogging’环保

青春跑·文明行”活动，“Plogging”是一种边慢跑边随手捡

垃圾、美化环境的新型运动方式，活动既清理了沿途垃圾，

又宣传了绿色环保的理念。

（4）加强乡村治理，释放基层组织活力，构建安定有

序的和谐社会，实现乡村组织振兴。大学生可以通过“大学

生村官”等项目投入到乡村振兴队伍中，为基层组织有效治

理提供人才支撑。同时，高校可以将党建和大学生志愿服务

相结合，探索实施“党建+志愿服务+乡村振兴”新模式，以

党员干部为表率，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例

如，小红帽团支部成员积极参与抗击新冠疫情的志愿活动，

展现了当代青年学子的责任和担当；与蚌埠市延安路社区居

委会携手开展“扫黑除恶”主题活动、开展“防范诈骗提警

惕”主题讲座；在蚌埠市延安路社区开展“学雷锋纪念日”

普法宣传活动，提升了居民法律意识，引导居民知法守法懂

法。

4 提升大学生志愿服务助推乡村振兴能力的实施路

径

（1）立足自身发展，服务国家需要。大学生志愿者应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将自身发展和国家需要相结合，在时代发展

的潮流中勇担大任，致力于缩小城乡地区在教育、基础设施

及经济发展等方面差距，立志早日实现乡村振兴这一宏伟目

标，努力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优秀实践者和社会主义合格接

班人。

（2）提升队伍素养，提高服务质量。相关部门应进一

步完善大学生志愿服务制度和政策，通过培训大学生志愿

者、宣讲相关志愿服务条例以及优化志愿服务优惠政策等一

系列措施来促进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伍建设，提升志愿者的专

业素养。推动大学生志愿服务主战场由城市地区转移到农村

地区，拓宽志愿活动项目，提升志愿活动质量，助推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

（3）搭建服务平台，畅通沟通渠道。当前，由于大学

生志愿服务平台和沟通渠道不健全，造成大学生志愿者在城

乡地区缺乏有效沟通，导致人才资源浪费。为促进农村地区

发展，可成立大学生农村志愿服务中心，搭建起大学生志愿

服务者和乡村振兴间的桥梁，促进城乡地区间资源有效利

用，实现资源共享。同时，大学生志愿者可通过服务平台，

充分了解农村发展需求，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更精准志愿服

务。

（4）制定服务机制，做好服务规划。大学生志愿服务

乡村振兴可采取“一对一”服务机制，即一位大学生志愿者

对接一户农户，或者一组大学生志愿队伍对接一个自然村。

通过问卷访谈、入户调查、实地调研等方式，深入挖掘每户

村民或者每个自然村在乡村振兴中存在的不足以及独特优

势，结合地方相关政策，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制定服务规

划，为乡村振兴提供精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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