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志愿服务发展经历了

“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地”“从平原到

山区”的过程。伴随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乡

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志愿服务也逐渐发展

壮大，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进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更加重视和发展农村志愿

服务，促进乡村治理和民生改善，为增强广大

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出贡献。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

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

在农村。”①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

从 2020 年再次启动“农村志愿服务发展专题

调查研究”：一是通过“社志会”公众号发放

和回收问卷；二是通过高校学生回乡调查分

析；三是通过邀请专家学者撰写专题研究文

章。在此基础上，我们整合数据资料、调研资

料和文献资料，撰写本文进行综合分析，提供

中国农村志愿服务类型、发展历程和
主体构成
谭建光 *

【摘 要】农村志愿服务是促进乡村振兴和民生改善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志

愿服务先后经历了酝酿阶段、探索阶段、嵌入阶段、内生阶段和推广阶段。参

与农村志愿服务的包括农民志愿者、农民工志愿者，乡村干部志愿者、大学生

下乡志愿者、城乡居民结对志愿者、社会组织入村志愿者等。与此同时，构成

了农村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农村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乡村

治理志愿服务、扶贫助困志愿服务、邻里互助志愿服务、文化习俗志愿服务、

美丽乡村志愿服务等多种志愿服务类型。本文通过对以上农村志愿服务的发展

阶段、主体力量构成以及不同志愿服务类型的分析、研究、总结，以期引发对

农村志愿服务的更多研究与重视，促进乡村振兴与有效治理。

【关键词】农村 志愿者服务 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

* 谭建光，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理事、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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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交流。

一、农村志愿服务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在大中城市、沿海地区志

愿服务发展的同时，农村志愿服务在不断酝

酿、不断探索中诞生并逐步发展，形成另一条

发展路径。目前，各类研究文献对于城市社区

志愿服务的发展历程梳理较多，而对农村发展

历程梳理比较缺乏。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就接

触广州、深圳等地的志愿服务，90年代开始志

愿服务专题研究，现在力求从积累的资料中探

索和分析农村志愿服务发展脉络。

（一）酝酿阶段：1978—1987年

1978 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发韧于农村土

地承包的典型事件，尔后引发了整个社会经济

的历史转折。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农村兴起“联产承包责任制”，从

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集体管理转向农民

自主生产、生活与发展，带来许多新的机遇与

活力，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中国传统

农村的慈善互助依靠“熟人关系”和“血缘纽

带”。费孝通先生说过，“换一句话说，人和人

之间的亲密合作，不能是临时约定，而需要历

史养成”②。然而，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市场

经济社会，农村的社会生活结构发生深刻变

化。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是大量农村农民外

出务工，“候鸟式”往返的生活改变了传统密

集交往状态；另一方面是农村产业结构变革，

农业种养殖种类丰富，工商业发展，也吸引

了其他群体前来经营。这样，山区农村地区逐

渐了解城市兴起的志愿服务，有一些海外、港

澳、沿海地区的志愿组织深入山区开展公益志

愿服务，帮助山区老人和儿童，带来志愿精神

和志愿文化。笔者 20 世纪 80 年代在广州、深

圳遇到一些港澳义工组织负责人，他们就要

求介绍需要志愿服务的山区农村，尤其是贫

困地区，希望能够带义工前往关爱服务。这

些都为山区农村了解和发展志愿服务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二）探索阶段：1988—1997年

伴随1983年北京大栅栏“综合包户”志愿

服务、1987 年广州“手拉手”志愿服务热线、

1989 年天津朝阳里“社区志愿服务队”、1990

年依法注册“义工联”（志愿者的诞生），尤其

是1994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掀起志愿

服务发展的潮流，对于农村地区也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与此同时，新时期“学雷锋、做好

事”活动再度兴起，成为爱心奉献、友善互助

的普遍形式。“自 1987 年重新倡导学习雷锋以

来，由于将学雷锋活动与对外开放， 体制改

革、经济建设相结合， 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的需要， 逐渐形成了新形势下学雷锋

活动的新特点，取得明显成效。近两年多次开

展声势浩大的学雷锋活动。虽然每次效果并非

十全十美，但确实改善了社会风气， 树立了良

好的社会形象。”③这样，在城市志愿服务尤其

是青年志愿服务兴起热潮的时候，一些农村地

区的志愿服务也受到影响、逐渐发展，包括青

年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农村的关爱服

务，也包括在一些农村建立“志愿服务服务

站”，对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和睦关系

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嵌入阶段：1998—2007年

中国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农村出现

三个变化：一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农

民外出务工人数大量增加，从原来的外出务工

人员几百万、数千万增加到一亿多人；二是农

村产业结构调整，大量种养殖业萎缩，手工业

和加工业增加，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

业、混合型企业日趋多样；三是农村的城市

化、城镇化趋势。李培林在 《村落的终结——

羊城村的故事》 一书中回顾，“从 1985 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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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在这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

的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落兼并等原因，从

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④。社会形容农村

只剩下“613855 部队”，即留守儿童 （六一儿

童节）、留守妇女 （三八妇女节）、留守老人

（55岁以上农村老人不便外出务工）。这样，农

村自身的志愿服务力量非常有限，但是却有越

来越多的高校志愿者、城市志愿者、社会组织

志愿者深入农村开展关爱服务、助农服务。中

国青年志愿者率先启动“扶贫接力”志愿服务

计划，后来延伸为“研究生支教团”服务计

划、“西部计划”大学生山区服务等，都产生

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力。很多国有企业、外资

企业的员工志愿服务队伍也深入山区结对服

务；国内外的社会组织对于贫困山区的志愿服

务项目逐渐增加。这些来自高校、企业、社

区、国内外组织的山区志愿服务活动，对当地

农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形成“嵌入式”的

志愿服务力量，也带动乡村志愿服务的社会氛

围逐渐浓厚。

（四）内生阶段：2008—2017年

2008 年被誉为“中国志愿服务元年”，其

含义并非指称中国2008年才诞生志愿服务，而

是指称2008年是中国志愿服务全社会发展的转

折年代。该年度的两件志愿服务大事是：北京

奥运会志愿服务预示着我国志愿服务走向国

际、走向世界；汶川大地震灾后志愿服务标志

着全民参与、全民发展。应该说 2008 年“5·

12”汶川大地震是始料未及、影响巨大的灾

难，造成极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发

生之后，首先回应救灾和灾后生活需求，进入

四川各地灾区的主要是解放军、医生、志愿

者。解放军冲在第一线，抢救地震倒塌楼房掩

埋的受灾群众；医护人员在灾区搭起临时帐

篷，提供紧急抢救、紧急救治、挽救每一个生

命；志愿者深入受灾乡村、进入救灾帐篷，为

受灾群众提供多种多样的关爱和帮助。并且，

全国各地的捐资、捐物现场招募许多志愿者承

担辅助工作，还有许多文化志愿者、文艺志愿

者、传媒志愿者自发开展抗震救灾励志宣传服

务。正是在汶川大地震灾后志愿服务和北京奥

运会志愿服务的影响下，中央文明委印发 《关

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提出城乡全

面辅助志愿服务的要求。这样，越来越多的农

村地区出现志愿组织，广大农民越来越多了解

志愿服务、参与志愿服务，形成农村志愿服务

发展的内生动力。

（五）推广阶段：2018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就需不断推进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基

层治理创新和乡村文明进步。2018年，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中央深改委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

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提出，通过新时代

文明实践“更好推动农民全面发展、农村全面

进步”，还要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

站） 的主体力量是志愿者，主要活动方式是志

愿服务”。为此，要组建县区、镇街、村居的志

愿服务总队（分队、队）。这样全国第一批试点

县区、第二批试点县区共达到 500 多个，省市

级试点县区1000多个，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轰

轰烈烈的文明实践与志愿服务。如今，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各地区

陆续成立县级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镇级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分队，乡村社区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小队，县、镇、村的党委 （支部） 书记担

任队长，吸纳机关志愿者、企事业单位志愿

者、村居群众志愿者、社会民间志愿者等参与

服务，构建广泛和活跃的志愿服务力量。与此

同时，脱贫攻坚志愿服务、乡村振兴志愿服

务、乡村建设志愿服务等蓬勃兴起，不仅吸引

农村的干部群众参与扶贫助困的志愿服务，而

且拓展美丽乡村志愿服务、乡村文化志愿服

务、习俗营造志愿服务、乡村网络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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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开启了新时代农村志愿服务的新景象。

二、农村志愿服务的主体力量

新时代农村发展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

农村志愿服务的主体日趋多元化。过去，人们

往往认为农村志愿服务的主体只是农民群体，

然而伴随农业产业多元化和农村人员流动频率

加快，农村地区的生活、发展出现了多样化的

社会群体，从而也使参与农村志愿服务的群体

呈现多样化。

从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数据看，参与农村志

愿服务的既有农村志愿者，也有城市志愿者。

农村志愿者中可以分为农民志愿者、农民工志

愿者、农村专业人才志愿者、农村中学生志愿

者等；城市志愿者则包括“西部计划”志愿

者、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企业员工挂钩服务

乡村志愿者、社会组织结对帮扶农村志愿者，

等等。社会结构多元化，社会群体多样化，也

为农村志愿服务带来众多的人群力量，在不同

领域发挥作用、作出贡献。

（一）农民志愿者

这是居住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农户

家庭生活人群中的热心人士，响应爱心奉献的

号召，参加乡村志愿服务团队，开展友善互助

的服务活动。中国农民自古就有互助传统，费

孝通先生在 《江村经济》 中曾经分析农村互助

会，“这种互助会，经常是由于某人需要经济援

助而发起组成的。参加互助会的会员被认为是

对组织者的帮助。会员通常只限于某些有义务

帮助组织者的人或一些为了其他目的自愿加入

的人”⑤。新中国成立后，“学雷锋、做好事”

助人为乐的新风尚也传播到农村，激励农民开

展友善互助、邻里关爱的服务活动。改革开放

以后，“分田到户”和“个体种养”等生产生活

方式，加上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导致农

村出现“人情冷漠”“缺乏关爱”等状况。近年

来，党和政府既加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工

作，举全社会之力帮助农村改变贫困状况，走

向振兴发展；同时通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等，提高农村群众的思想觉悟，推动农民建立

志愿服务队伍，开展友善互助的服务活动。如

今，不仅北京、浙江、广东等发达省市农村地

区组建农民志愿者队伍，贵州、山西、吉林等

欠发达地区也鼓励山区农村群众组建农民志愿

者队伍。例如，贵州省龙里县醒狮镇谷新村，

一群贫困户群众在党和政府关怀下脱贫之后，

表1 您是否参与农村志愿服务［单选题］

资料来源：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2020年《全国农村志愿服务问卷调查》统计数据

选 项

A，我是农村志愿者，经常参与农村志愿服务

B，我是农村志愿者，偶尔参与农村志愿服务

C，我是城市志愿者，经常参与农村志愿服务

D，我是城市志愿者，偶尔参与农村志愿服务

E，我没有参与过农村志愿服务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4564

小 计

10859

4637

4141

6263

8664

比 例

31.42%

13.42%

11.98%

18.12%

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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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组建“感党恩志愿服务队”，参与乡村建设

和乡村治理，为其他村民提供有爱服务，成为

农民弘扬新风尚、传递新温暖的活跃力量。通

过调查分析，农民志愿者是广大山区农村志愿

服务发展的基本力量，也是对农村地区社会面

貌改变发挥重要作用的积极力量。

（二）农民工志愿者

农民工志愿者是在离开家乡前往各地区务

工谋生的人员中诞生的志愿者群体。国家统计

局发布 2020 年中国经济年报，全年农民工总

量 28560 万人⑥。从调查的情况看，农民工志

愿者有些是在城市务工的时候被吸引和激励参

与志愿服务，有些是在中学就参与过志愿服

务。他们的志愿服务有三种主要场景：一种是

在务工所在城市的园区社区参与志愿服务；另

一种是利用节假日回乡期间参与农村志愿服

务；还有一种是通过网络、微信收集信息等联

系，支持和参与农村志愿服务。课题组在调查

中发现，农民工志愿者与农民志愿者相比，相

同之处是都热爱家乡，希望为家乡的发展和变

化做出贡献；区别则是农民工有过进城务工的

经历，经过外界思维的冲击，在回乡参与农村

志愿服务的时候，比较活跃、乐于创新。我们

在陕西、湖南、福建、贵州、海南等地发现，

一些务工回乡的农民工志愿者，参与村庄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的时候，善于将新思想新理念进

行通俗化、生动性的诠释，用乡亲熟悉的语言

和情景，传播“外面世界”的新道理、新知

识。这样，农民工志愿者与农民志愿者各有特

长、相互补充，就为山区农村志愿服务带来新

活力。

（三）乡村干部志愿者

近年来，农村党员干部在志愿服务中发生

角色变化。原来，有些农村青年、乡村群众组

建志愿者队伍、开展志愿服务的时候，农村干

部是管理者和支持者。如今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组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镇

村书记担任队长，党员干部都成为志愿者队伍

中的骨干，为群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这一过

程中，乡村干部也发生观念变化。原来，他们

没有太重视志愿服务的价值，认为仅仅是一些

“有闲心、有时间”的人做一点好事。现在发现

志愿服务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弘扬党的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有效载体，是密切党群关系

的重要纽带，是凝聚和引导群众的新兴途径。

这样，乡村干部自觉成为农村志愿服务的核心

力量、活跃力量。一方面，乡村党员干部积极

发动、统筹协调，组建多样化、有活力的志愿

服务队伍；另一方面，乡村干部积极想办法、

找机会，不断拓展农村志愿服务的领域。如广

东省博罗县三嘉村的党总支书记，担任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队长之后，积极发展新的志愿组织

类型。他通过孙子每天要奶奶讲故事陪同睡觉

的事例，发现亲子之间的情感是发展志愿服

务、建设文明村风的重要元素。三嘉村就建设

“家庭志愿服务队”，鼓励祖孙、父母子女共同

参与志愿服务，在服务过程中密切感情，也提

高思想认识。因此，乡村干部是接触群众最

多，了解村庄事务最多的人群，在农村志愿服

务发展中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大学生下乡志愿者

大学生下乡服务的志愿者是坚持时间较

长、发展类型较多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启动“扶贫

接力”志愿服务计划，招募大学生和青年志愿

者前往贫困山区开展助学、助困、农业、卫生

等领域的服务。随后拓展成为大学生“西部计

划”志愿服务和研究生山区农村支教团服务。

与此同时，很多高校、社团组织也探索多种大

学生到山区农村的志愿服务，如“麦田计划”

“灯塔计划”等。大学生在山区农村开展的志愿

服务，从时间上看具有“长期”与“短期”两

种类型。“长期”是大学生志愿者、研究生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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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到西部农村地区参与一到两年的志愿服务，

有利于帮助农村孩子提高素质，或者帮助村民

解决实际问题，创造发展机遇；“短期”是大学

生、研究生利用寒暑假等时间联系山区农村开

展的乡村学校助学、乡村墙绘美化、乡村状况

调查等服务，在特定时间内带给农村孩子新的

视野，为乡村提供新的活力。从志愿服务的形

式看，具有“线上”和“线下”两种类型。原

来主要是“线下”的类型，需要通过大学生志

愿者深入农村开展关爱帮扶、支持传授等。现

在，借助信息网络的发达，大学生拓展“线

上”服务，就是通过网络收集需求，并且将整

理和提炼的国内外发展参考资料提供给农村村

民参考、提供给农村孩子学习。近年来，有越

来越多的高校学生志愿者建立与乡村学校的网

络服务渠道，每周都能够提供知识技术支持以

及素质发展启迪。从服务内容看，大学生深入

农村的志愿服务拓展出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

样的类型，从关爱留守儿童延伸到关爱留守老

人，从儿童助学服务到农村妇女素质提升，从

农村青年创业就业支持到山区健康卫生普及，

以及农村科技发展、环境建设，等等。大学生

志愿者提供专业老师的指导，借助社会团体的

联系，汇聚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农村志愿服

务，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五）城乡居民结对志愿者

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仍然存在城乡发展的差

异。在志愿服务发展中，大中城市、沿海地区

的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发展较快、项目较活、资

源较多；但是内地农村、西部山区的志愿者和

志愿组织存在“缺人才、缺项目、缺资金”的

难题。近年来，大中城市、沿海地区的志愿组

织，主动建立与内地农村、西部山区的“结

对”发展关系，探索出新的路径。广东省梅州

市五华县作为贫困山区，在2010年计划成立志

愿者联合会，当时也面临“三缺”状况 （缺人

才、缺项目、缺资金）。这时候，首先是五华县

在深圳、广州等地工作和发展的人士行动起

来，组成“爱心长乐”志愿服务队等，建立支

持和帮助山区志愿服务发展的链条。他们一方

面筹集启动资金，为五华县志愿者联合会成立

初期提供经费，以便可以开展一系列服务；另

一方面联系城市资源，包括专家学者资源、专

业社工资源、志愿者骨干资源，为五华县提供

专业服务的支持和帮助。既邀请志愿服务专家

到五华举办系列培训辅导，提高乡镇、农村志

愿者的素质，拓展创新志愿服务活动的思维；

也邀请知名志愿服务组织、品牌志愿服务组织

深入五华县的乡村，与当地农村志愿者一起开

展服务，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经过十年的探

索和努力，五华县志愿服务之间建立机制、形

成体系，成为梅州市的优秀榜样。课题组调查

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大中城市、沿海地区的

志愿者和志愿组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

要激励他们深入农村，与乡村志愿组织“结

对”发展，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农村志

愿服务的水平；与此同时，也可以在农村志愿

服务中发掘中华民俗的优秀成分，作为丰富志

愿服务文化的元素。

（六）社会组织入村志愿者

进入新时代，社会组织获得更多政策支持

和资源支持，不断发展、不断规范，很多社会

组织也建立了志愿者队伍，积极参与志愿服

务。其中，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志愿者进入乡

镇，参与推进农村志愿服务的发展。一是较大

规模的社会组织响应脱贫攻坚战略，派出志愿

者队伍到贫困山区，为乡村提供专业指导、专

业咨询、专业推动的志愿服务。因为目前有很

多贫困山村，获得各级党政部门、各类工商企

业的资金资源支持，致力于开发脱贫致富的各

种产业，但是，有些村民思想观念没有及时转

变，有些村民的知识技术不足，有些村民面临

各种困难与问题，使得脱贫攻坚工作受到阻

碍。社会组织志愿者就需做好“柔性服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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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沟通交流引导村民转变观念、拓展思维；通

过培训辅导引导村民提高素质、掌握技术；通

过联系协调帮助村民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这

样，社会组织志愿者就为脱贫攻坚做出了较大

贡献。二是积极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面向农村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铺开之后，

遇到的困难就是缺乏专业志愿服务的能力，也

缺乏在志愿服务中进行思想理论传播的能力。

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志愿者深入农村，结合

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工作的要求，对农村党员

志愿者、群众志愿者进行科学辅导，并且帮助

设计服务项目，提高乡村志愿服务的创新性和

影响力。三是社会组织志愿者兼任农村团队的

职务，提供长期的专业支持和推动。例如，在

文明实践试点县区的统筹下，大中城市社会组

织的志愿者骨干，深入乡镇、村庄，兼任农村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副队长，通过网络交流、

线下交流等方式，积极参与乡村志愿服务，为

村民志愿者提供专业支持。课题组发现，伴随

社会组织越来越活跃，社会组织志愿者对农村

志愿服务的促进作用也逐渐凸显。这值得关注

和重视。

三、农村志愿服务的项目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志愿服务不断发展，

适应群众需求变化，拓展出许多服务类型、服

务项目。从满足农村群众基本需求、解决农村

群众日常困难，到逐渐满足农村群众多样化、

灵活性的需求，促进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课题组经过整理和归纳，分析农村志愿服

务的几个主要类型。

（一）党建引领志愿服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

的领导”，其中要加强党对农村各项工作的领

导，包括加强党对农村志愿服务的领导。因

此，面向农村推广的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工

作，就要求在建立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 （分

队、队） 的时候，党政主要领导担任队长，党

团员作为骨干力量。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要求“推动党的方针政策落地生根，推动解

表2 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展的工作，您印象最深的主要有哪些［多选题］

资料来源：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2020年《全国农村志愿服务问卷调查》统计数据

选 项

A.党组织引领当地志愿服务发展

B.密切联系和凝聚农村群众

C.发展党建志愿服务项目

D.鼓励党员志愿者发挥示范作用

E.通过培训提高基层党组织能力

F.其他

G.以上均无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4564

小 计

22148

17123

11431

13795

4585

213

3830

比 例

64.08%

49.54%

33.07%

39.91%

13.27%

0.62%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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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人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⑦。因此，农村志

愿服务就积极配合党政部门的重点工作，围绕

农村需要和农民需求，开展关心帮助群众、传

递党的温暖的志愿服务活动。

从调查中发现，农村党建引领志愿服务，

首先是党组织发掘和培养农村志愿者队伍的领

导者、骨干，在各项志愿服务活动中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同时，通过党员志愿者的核心力

量，将农村志愿者队伍建设成为具有坚强堡

垒、具有坚实力量的组织，能够在农村文明进

步、脱贫攻坚、振兴发展、治理创新、保护生

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党建引领

农村志愿服务，还体现在围绕党的中心任务，

结合农村群众需求，策划和实施具有“红色力

量”“凝聚人心”的志愿服务。如贵州省龙里县

组建“沃玛萤火虫”党员志愿服务队，深入山

区农村，进入贫困户家庭，在帮助解决困难、

改善生活的同时，传递党的宗旨、理念、目

标，让边远山区、村村寨寨的群众都感受党的

关怀，更加认同党的领导、更加认同社会主

义，成为坚持党组织发展的坚实支持力量。调

查发现，党组织运用志愿服务的载体，将其作

为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引导群众

的方式方法，能够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二）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新时代文明实践着眼于凝聚群众、教育群

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其中，大力发展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吸引乡镇、农村的党员、老

人、妇女、青少年参与，在服务过程中群众获

得思想提高、获得素质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

价值。

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说明，广大志愿者非常

期待通过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提升乡村的精神

面貌、改善乡村的邻里关系、促进乡村的美丽

环境等。访问调查也发现，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既有“由虚到实”的过程，也有“由实到虚”

的过程。“由虚到实”就是从志愿者参与理论宣

讲、文艺表演吸引村民观赏和接受，到带领村

民开展关爱互助、乡村振兴的志愿服务，不断

加快美丽乡村、美好家园的建设。“由实到虚”

表3 您希望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带给社区与农村的变化是什么 ［多选题］

资料来源：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2020年《全国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问卷调查》统计数据

选 项

A.精神面貌变好了

B.邻里关系和睦了

C.经济发展了

D.家庭关系改善了（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等）

E.文化娱乐丰富了

F.村居环境美丽了

G.其他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40551

小 计

32900

27676

19682

19471

20707

23011

571

比 例

81.13%

68.25%

48.54%

48.02%

51.06%

56.75%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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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志愿者深入农户家庭、深入困难家庭提供

关爱帮助，不仅仅是生活帮助、物资帮助，还

带来党的关怀和温暖，让乡村群众领会新时代

新思想，领会党的方针政策，扩大党组织的群

众基础。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是一项

长期的工程，要在丰富服务项目的同时提高群

众的思想水平和文明素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新农村奠定良好基础。

（三）乡村振兴志愿服务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建设、从农村小康到乡

村振兴，既是党和国家的战略，也是广大农民

的期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围绕乡村全

面振兴这一长远目标，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

兴。”⑧农村志愿服务的发展，围绕乡村振兴开

展多样化有实效的志愿服务活动，就能够为实

现这一目标提供支持和帮助。一是志愿服务培

育乡村振兴的人才。通过参与农村志愿服务，

让更多人了解和钟情乡村发展，也逐渐熟悉和

掌握乡村振兴的知识技术，能够在具体的发展

中把握机遇、做出贡献。二是志愿服务营造乡

村振兴的良好社会环境。在志愿者的关爱帮扶

中，解决乡村群众的困难与问题，消除乡村生

活中的矛盾纠纷，为产业发展、经济腾飞创造

良好条件。三是志愿服务提升乡村振兴的吸引

力和影响力。凡是农村志愿者参与服务多、开

展关爱互助活动好的地方，就能够获得周围干

部群众的好评，也成为吸引投资和发展产业的

热点地区。为此，农村志愿服务有利于塑造乡

村的品牌形象，获得国内外关注和支持，为乡

村振兴奠定良好基础。

（四）乡村治理志愿服务

中国农村治理经历多次转型变化，历史传

统上依赖乡绅治理，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集

体治理机制，改革开放后不断调整呈现多元治

理力量。进入新时代，逐渐构建“一核多元、

多元共治”的农村治理模式，即在党组织的领

导下激发公众力量，促进治理创新。志愿者是

参与农村治理的活跃力量，发挥着多方面的积

极作用。

表4 您所在农村主要开展下述提到的哪些乡村治理服务内容，请进行选择［多选题］

资料来源：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2020年《全国农村志愿服务问卷调查》统计数据

选 项

A.开展讨论会，吸收村民对开展志愿服务等的意见

B.号召当地社会组织参与志愿服务

C.志愿服务管理层吸纳村民人才

D.通过公益培训的方式培养当地领导人才

E.倡导村民结队策划、开展志愿服务项目

F.如有开展您认为属于“乡村治理”类的其他服务请注明

H.以上均无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4564

小 计

18591

17968

12693

7402

7988

327

3788

比 例

53.79%

51.98%

36.72%

21.42%

23.11%

0.95%

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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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志愿服务的发展，让农民以及其他群

众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学会有序参与、学会组织

发展、学会相互理解与合作。受到传统“小农

意识”“自私观念”的影响，一些农村群众在各

种村庄事务、公共事务中，容易片面强调个体

利益，忽略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这就会造成

民主参与中的无序和争执。农村志愿服务发展

起来之后，不论是当地农民，还是合作交往的

人员，都在服务过程中学会理解和尊重其他群

体，理解和尊重公共利益，通过奉献精神、友

爱精神的培养，形成良好的公民参与素质。这

样，乡村治理志愿服务的不断发展，就为民主

参与、协同治理创造了良好基础。

（五）扶贫助困志愿服务

从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到爱心助困志愿服

务，为农村带来温暖和希望。进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志愿者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战，

既有机关、单位、企业的志愿者，伴随结对扶

贫工作组织前往农村，配合做好了解贫困村、

贫困户群众的状况，提供辅助性关爱和帮助的

服务；也有大学生志愿者、青年志愿组织深入

山区农村，为贫困家庭、贫困农民提供助学、

助医、助老、助残等专门的服务，切实解决实

际困难与问题，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的生活；还

有县区、乡镇的党员志愿者、团员志愿者深入

乡村，与贫困户、困难群体结对，不断提供关

心和帮助，让贫困地区群众感受党的关怀，产

生对生活的希望。2020年赢得脱贫攻坚决定性

胜利之后，农村志愿服务就延伸到关爱助困、

爱心帮扶等，为防止返贫、解决困难做出贡献。

（六）美丽乡村志愿服务

在农村产业发展、农民生活改善的同时，

保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生态，也成为志愿服

务的重要内容。一段时期以来，为了追求经济

增长和收入增加，农业生产中滥用化肥、滥用

农药，导致水土污染；无序兴办小工厂、小作

坊，尤其是将“电子垃圾”“工业垃圾”引入乡

村进行重新组装等，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竞相

兴办“农家乐”“野生食坊”等，破坏了生态平

衡。为此，农村志愿者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

积极开展“青山卫士”“河小二”“绿尖兵”等

美丽乡村、环境保护志愿服务。一方面积极宣

传环保政策、环保知识，引导农村干部群众珍

惜绿水青山、爱护美丽家园；另一方面开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系列实践服务，引

导农村群众发挥自然禀赋优势、发挥生态资源

特色，创造“农业生产、生态旅游、美丽村

庄、共享幸福”的发展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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