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以重庆财经职业学院为例
1
 

赵莹莹，杨克毅，李勋华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重庆 402160) 

【摘 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坚

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

程度”，因此，文化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以高职院校的志愿服务为切入点，探索助推乡村

文化振兴的新途径。 

【关键词】志愿服务；乡村振兴；文化振兴 

【中图分类号】D422.64 【文献标识码】A 

1 文化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大意义 

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推进力量，彰显着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联合教科文组

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因此，文化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有着重大的意义。 

1.1为乡村振兴提供正确的方向引领 

好的乡村文化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号召力和有力的动力支持，凝聚人心，引领广大村民同心协力致力于乡村建设。

乡村文化体现在乡风、家风、民风上，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果，帮助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增强村民的法制、民主意识，同时也为乡村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好的乡村文化还可以增强乡村的

政治氛围，增加村民政治参与性和政治觉悟，提升村民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和政治责任感。 

1.2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持久性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乡村文化振兴可以有效、持久地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智力支撑。好的乡村文化可以提高村民，学习的自觉性，对于农业新知识、新技能和新信息更容易产

生兴趣，提升学习能力，从而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农业新知识、新技能和新信息有效运用到实际的农业生产中去，从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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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实际的生产力，产生更高的效益，提高生产率和农产品质量，有效推动农村经济的转型和农业现代化。 

1.3增强乡村文化底蕴和吸引力，为乡村振兴留住人才 

人才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乡村文化振兴有利支撑乡村经济振兴，同时也为乡村的人才振兴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好

的乡村文化可以提升乡村的文化底蕴和魅力，是吸引人才留在农村的必要条件。 

1.4促进乡村生态环境改善，建设“美丽乡村" 

好的乡村文化可以有效提升村民的素质，继承和倡导“天人合一”的人与生态和谐发展的理念，在乡村生态环境振兴的建

设中提升村民参与的自觉性，有效改善乡村居住环境，为建设美丽乡村提供有力支持。 

2 乡村文化现状分析 

2.1重视程度不够，缺乏长远规划 

乡村文化建设周期较长，见效慢，短时间内看不到成果。比较与乡村经济建设，可以通过“架桥修路”等实际的物质建设

在最短时间内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容易产生“轻文化、重经济”的情况。在乡村文化建设

的长远规划上，一些地区为了完成任务，忽略了村民真实的文化需求，为了出成果，刻意打造文化卖点，过度开发乡村文化，

生硬制造历史文化故事，甚至外包给商业机构打造，使原本应该淳朴的乡村文化带有浓厚的商业气息，缺少人情味和乡土风情。 

2.2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缺乏专业的基层文化人才队伍 

目前乡村整体出现“空心”的态势，大量青壮年涌入城镇务工，乡村整体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专业的基层文化人才十分

匮乏。尤其在一些乡村，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文化遗产的传承、发扬、管理和保护等方面的工作，尽管受到同家的重

视和政策的支持，但受到社会环境和经济价值的影响，在乡村难以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留下的少量年轻人由于自身

素质偏低对于传统的文化也缺乏学习的兴趣，从而导致很多乡村的非遗项目无人继承，对于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

影响。 

2.3乡村文化建设吸引力不够 

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活动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效载体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村民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日益

提高。一些乡村在没有对村民需求进行调查的情况下，盲目加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不能满足村民的实际需求。乡村

文化活动的开展形式过于单一，比较常见的“送戏下乡” “送电影下乡” “送书下乡”等，对于村民来说已经没有太大吸引

力，也就很难参与到乡村文化的建设中来。 

3 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途径分析——以重庆财经职业学院为例 

职业教育在助推乡村文化振兴中能够提供重要的动力，而新时代大学生也势必会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力军。让大学生在

校期间积极参与乡村振兴，以志愿服务为载体，有效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帮助大学生“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从而加入到

返乡下乡建设乡村的大军之中。下面笔者将以重庆财经职业学院为例，探究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如何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3.1双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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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所在区的永安村建立“爱心驿站”（以下简称驿站），作为服务乡村的志愿服务中心，以打造品牌服务项目为目标，

创建一个可持续、可复制的支援服务体系。将校园作为招募志愿者的基地，将永安村作为志愿者服务的基地，形成需求供给一

体的双基地建设体系。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根据永安村的村民需求，由教师指导，征集志愿者对接开展服务，结合不同的专

业，有效开展“关爱留守儿童” “关爱留守老人”等志愿服务项目。 

3.2以驿站为依托，挖掘乡村文史资料，打造文化标志 

与村委共同合作，通过座谈、交流的方式，走访村内老一辈村民，开展调研，挖掘乡村的文史资料，找出村内的文化传承

点，进行大力弘扬和宣传。我院设计专业的学生志愿者，可结合永安村的特点，设计制作乡村文化标志，在村内的街道、村巷

悬挂张贴带有文化标志的门牌、指示牌等，增加乡村文化元素。 

3.3创新乡村文化载体，探索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文化转化为生产力需要载体，目前乡村文化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最有效载体就是立足乡村文化发展乡村旅游。重庆财经职

业学院的旅游管理师生志愿者，可以将乡村作为实训基地，教师带领学生深人乡村发掘乡村文化，找到乡村文化与新兴旅游的

融合点，将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文化的载体，是目前乡村文化转化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 

3.4利用新媒体平台，协助村委会开展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活动线上线下推广乡村文化热点，利用各种时间节点开展爱党爱

国、勤劳奉献、文明风尚、助人为乐、敬老爱幼等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各类活动，着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等。比如协助永安村村委开展“文明风尚标兵” “五好文明户”等，且对评选人在各类新媒体平台大力宣传，抓

住“关键少数”，发挥榜样的力量。 

4 总结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石，职业教育可以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以志愿服务为载体，通过各种

有效途径，唤醒乡村文化，发掘乡村文化资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现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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