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参赛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小云书记”志愿者服务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乡村振兴

项目实施时间 2020-03至2023-08，共计41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小云书记”志愿者服务项目是内蒙古民族大学与通辽市乡村振兴局、通辽市团市委共

同开展的以助力驻村第一书记服务乡村振兴为主要内容的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公益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

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因此本项目紧密围绕“乡村振兴”

这一主题，以“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为宗旨，引领大学生志愿者通

过“互联网+云平台”助力驻村第一书记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记录乡村振兴的点滴进步，

让大学生志愿者成为驻村第一书记工作中好帮手，成为连接高校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桥

梁和纽带。

 本项目引导大学生志愿者深入挖掘驻村第一书记典型事迹，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并为此形成一系列反映乡村振兴一线的专题片、微电影、微视频、新闻报道等。项目通

过对接第一书记，引导大学生通过志愿服务的形式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对他们坚定

理想信念、明确奋斗目标，发挥自身聪明才智，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事业有着极为重要的

意义。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截止2023年8月，大学生志愿者累计为驻村第一书记完成1625份周工作总结、980份月工

作简报和第一书记工作事例40份，在“通辽在线”等媒体发布原创通讯18篇，2部原创纪

录片在通辽市广播电视台播出。

 项目获得内蒙古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10余次，参加“我帮你”志愿活动评选、挑战杯

等比赛均取得较优异的成绩。《大学生志愿者助力驻村第一书记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大

思政”育人模式的构建》获批 2022年、2023 年内蒙古高校思政精品项目，且该项目获

批 2023 年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个入选的高校

项目。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制度建设保障：

 完善志愿者队伍章程、活动细则等相关规章制度。根据工作需求分为联络组、文创组、

档案组、实践组，加强志愿者队伍内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明确队伍内部门的职责和权

限,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管理系统。

 2.文化建设保障：

 始终坚持志愿服务活动的“长期化、规范化、”理念，践行“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助

力乡村振兴战，时刻树立乡村振兴愿景和目标，增强团队凝聚力和向心力。

 3.组织建设保障：

 设立明确组织结构，明确每个成员的职责和角色，制定并遵守团队规章制度，明确工

作流程和决策机制。定期召开团队会议，进行工作安排和进度追踪，确保团队成员明确

目标并协同工作。此外，鼓励团队成员自主学习和发展，提供培训和支持，以提高团队

整体素质和能力。

 另外，充分调动学院、学校各种资源和力量，形成合力，让团队和项目焕发新的活力。

设立项目专项基金，为志愿者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和资金保障；广泛整合社会资源，建

立多元化、多渠道、多形式的志愿服务资金募集机制，改善志愿服务物质保障条件；加

强和规范志愿服务资金管理严格财务和审计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志愿服务的

社会保险制度，促进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发展。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招募遴选：通过宣传海报、交流会、社交媒体等多种形式招募志愿者，志愿者提交简

历后，进行初步筛选，再通过线上或线下面试等方法确定招募对象。

 2.组织培训：组织志愿者进行专业化培训，包括经验交流、专家讲座、实践培训等，

团队每周至少开展一次培训，培训内容紧密围绕新闻写作、活动策划、纪录片摄制等展

开；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实践活动，会通过内部选拔的方式，选择合适的志愿者下乡实践，

进行调研、走访等活动。团队定期召开志愿者会议，每组分享近期工作情况，共同研究

探讨下一步工作计划。

 3.注册登记：“小云书记”志愿者服务项目团队于志愿北疆申请，志愿者加入该组织。

 4.服务管理：为确保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率，团队建立服务管理制度，借助“小云

书记”APP，及时监督志愿者发布周工作总结情况，每月由档案组监督、收集、整理每组

的月工作简报情况，并进行汇报，同时每月对志愿者工作进行反馈，每季度进行一次工

作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处理。

 5.激励保障：设置志愿者奖励机制。根据志愿者年度工作情况，评选优秀志愿者，为

其颁发证书以及发放奖品，并且为其设置经验交流分享会，表扬志愿者的服务精神，鼓

励更多大学生志愿者服务乡村振兴。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本项目属于公益创业项目，将依托各高校志愿者组织，组织结构简单，易于推广，校级

项目组之间为平等合作关系，可以一校对接一盟市或几校对接一盟市。项目资金主要源

于国家政策、校园资源等支持。

 一级组织：校级项目组。依托各高校青年志愿者组织成立校级项目组，负责本校志愿

者项目的运行工作。

 二级组织：

 1.志愿者工作组

 每组由若干志愿者工作小组组成，主要职责是及时总结沟通各小组工作完成情况；将

驻村第一书记提出需要高校或领域专家解决的问题向联络组反馈。

 2.联络组

 负责项目的各项沟通联络工作，负责联络当地乡村振兴局、校内外的共青团组织、学

校有关部门和领域专家及各校级项目团队。

 3.文创工作组

 创作各类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和驻村第一书记先进事迹的文创作品；拍摄专题片、微视

频等视频作品并积极投稿，争取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

 4.档案工作组

 收集整理各组周工作总结、月工作简报等材料，建立和完善对接嘎查村的“乡村振兴

工作档案”。

 5.实践活动组

 负责组织线下的各类实践活动、线下调研等；以及志愿者日常工作经验交流和培训等。

 三级组织：志愿者工作小组。由三至四人组成，设组长一名，负责对接一名驻村第一

书记。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困难：项目参与者为在校大学生，缺少实践经验和工作经历，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培训，

提升服务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能力；项目在持续推广方面需要当地乡村振兴局、共青团

组织和高校的全力支持，缺少当地政府和高校的支持，推广难度大。

 下一步打算：

 1.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实现志愿服务项目在通辽市甚至更大领域的覆盖。在做好2022

年对接4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40个嘎查村基础上，总结工作经验，完善志愿服务各项制度

和机制，与通辽市团市委、乡村振兴局开展深入合作，不断扩大志愿者规模及对接驻村

第一书记和嘎查村数量，形成推广模式，引导更多大学生志愿者助力驻村第一书记融入

乡村振兴战略。

 第二，形成较为完善系统的“乡村振兴工作档案”。通过项目不断推广和实施，组织

项目志愿者建立和完善对接嘎查村的“乡村振兴工作档案”，形成反映对接嘎查村较为

系统全面的“乡村振兴工作档案”，为以后做好乡村振兴领域研究等方面提供第一手资



料。

 第三，持续深入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形成一系列高质量原创作品，在主流媒体发表，

形成品牌影响力。打造专题片等原创作品，积极宣传，在《内蒙古日报》、《通辽日报》

等媒体平台发表一定数量的原创作品，形成较强的品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