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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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擘画——精准规划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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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至2023-08，共计70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要坚持规划先行、精准施策。乡村振

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科学规划、系统的建设，乡村规划编制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

近年来，乡村规划设计实践量大面广，但城乡规划学视角下的乡村规划设计仍存在诸多

问题。

 项目发挥高校平台资源优势，针对高校、政府、企业分别提出“理论下乡、规划下乡、

科研下乡”三大模式，立足陪伴式“服务+赋能”乡村规划设计方法，为高校定点帮扶对

象提供乡村规划建设咨询；为政府开展乡村振兴建设提供规划设计服务；为企业开展规

划设计提供理论创新研究。至2023年10月，形成了包括规划设计类专业、经管类专业等

硕博二十余人的核心骨干团队。

 项目业务至今已覆盖8个区县，32个乡镇，50余个乡村，受到了教育部官网等国家级、

省级媒体报道百余次，累计吸纳了13000余名学生或地方青年志愿者参与到乡村建设实践

中，引导具有规划专业背景的学生、有志于家乡建设的爱心人士等参与到乡村规划的工

作中来，以公益设计助力国家乡村振兴建设。项目公益模式具有较强可复制性与推广性，

获得了乡镇政府高度肯定，项目成果与经验被城乡规划设计领域多位学者肯定性引用并

研究，具有示范性。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项目通过陪伴式乡建，从点线面体四方面打造生态节点、传承乡土文化、营造公共空间、

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乡村环境显著改善，累计助力50多乡村建设，现实意义突出。

 项目直接创造就业岗位60多个，间接带动近千人；引导13000余名志愿者学习乡村规划

知识并参与到乡村建设实践，实地走访研学、走进大山深处，探寻村庄问题，让更多青

年主动参与到祖国乡村振兴事业中。

 项目实践成果具有示范性，例如2022年6月，以西工大定点帮扶的江竹村为典型案例，

开展乡村规划提供规划咨询服务，撰写的12万字《江竹村（大东江屯）乡村振兴规划建

设报告》，不仅获得当地村民与政府的高度认可，更被何镜堂院士称为“乡村振兴规划

范本”。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擘画通过政产学研结合的途径开展了多个乡村的规划建设实践与研究，以陪伴式规划建

设路径累计在8个区县、32个乡镇、50多个乡村深深扎根。

 为落实陪伴式乡建，走出一条乡村振兴规划的路径范本，团队立足陪伴式“服务+赋能”

双重内涵，形成规划设计陪伴、建设实施陪伴、运营组织陪伴、信息平台陪伴“四位一

体”的全程式路径。目前已与西工大、陇县、城固县、新绛县、西建大规划院等高校、

政府、企业达成密切合作，提供规划咨询、设计服务和理论创新研究，长期有业务往来。

 项目与合作对象直接签署合同，团队设有专业的财务监管人员，项目资金流受西北工

业大学监管。在“理论下乡”模式中，团队与西工大达成长期合作，学校扶贫办拨款，

为西工大定点帮扶村镇提供建设现状分析、乡村规划设计服务；在“规划下乡”模式中，

团队对乡镇所在政府开展的乡村振兴建设提供规划设计服务，项目由当地政府乡村振兴

专项资金支持；在“科研下乡”模式中，团队聚焦国家战略背景与乡村规划实际需求，

企业购买团队的决策咨询、评估和研究服务。项目经费主要用于志愿者实践教育活动及

津贴、公益活动开展、团队设计服务、项目调研差旅、以及规划设计类竞赛举办等。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团队建立了完善的《“擘画”工作团队运行制度》、《“擘画”志愿者招募制度》与《“擘

画”各部门负责人选拔任用方案》。目前项目规划设计团队成员均具有城乡规划、建筑

设计学科背景，具有丰富的乡村规划项目经验；项目运营团队成员为经管类专业背景硕

士，并多次独立带领或参与国家级创新创业项目，具有丰富的项目运营经验；财务管理

成员聘请了包括浙江大学会计学专业博士在内的多位具有深厚的财务管理和风险管理基

础的人员。

 团队指导老师杨卫丽教授，为项目开展规划设计实践与科学研究提供理论指导；杨洪

福，西建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为项目规划设计实践、校企合作模式提供技术

保障；杨永祥，西工大工会副主席帮扶办主任，为落实高校开展科技智力人才等帮扶体

系提供联络保障；管兴华，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常务副县长，为项目实践与调研深层次

探寻村庄问题提供组织保障；巨维博，力学与土木建筑党委书记，为项目开展理论下乡

大学生下乡育人实践提供思想政治保障。广西柳州市最美第一书记，2021年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方原，作为项目指导老师，在擘画团队的融水工作中，与团队共同陪伴了江

竹村两年。

 项目团队志愿者招募以具有规划设计专业背景的在校大学生为主。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依据陪伴式乡建，项目针对高校、政府与企业分别提出了“理论下乡，规划咨询”育人

模式、“规划下乡，陪伴设计”服务模式、“科研下乡，指导实践”创新模式。以“研

究先导、学科交叉、共同参与”等多点互联，扎根乡村，建言献策。

 “理论下乡，规划咨询”模式，与高校开展合作，为高校定点帮扶村镇提供的建设现

状问题分析，规划设计服务，学校扶贫办拨款为本项目主要资金来源。项目助力帮扶对

象乡村建设，双方协作，打造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育人模式，以大学生社会实践开

展乡村规划设计实践，形成规划建设咨询报告。

 “规划下乡，陪伴设计”模式，乡镇政府对项目开展的乡村振兴建设提供规划设计服

务提供资金支持。联合规划院开展“规划师”下乡，驻村调研，挖掘乡村资源；提供规

划知识科普，引导村民参与，共同参与；定期反馈；全周期指导规划落地。形成规划设

计文本，打造陪伴式乡建的服务模式。

 “科研下乡，指导实践”模式，与规划院等企业开展合作，即以乡村规划设计问题为

导向，聚焦国家战略背景与乡村规划实际需求，企业购买项目决策咨询、评估和研究服

务，形成论文、专利、研究报告，指导规划设计实践，打造“科研融入实践”的创新模

式。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问题：在陪伴式乡建的实践中，项目成员多次前往乡村，实地走访研学、走进大山

深处，探寻村庄建设问题。调研过程经常面临调研地区过于偏远，存在自然灾害频繁、

调研资料难以获取、来回差旅难以实现等问题。

 未来项目将继续以四位一体的全程陪伴式乡建为路径，构建政府+社会+村民的规划联

盟，引导高校师生、投资业主、乡村工匠、原住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重点围绕“理论

下乡”模式，以规划下乡和科研下乡模式为辅，落实陪伴式乡建，逐步助力高校完成帮

扶任务，近期将围绕已有合作单位继续开展乡村规划设计实践，中期依托三大模式建立

陪伴式乡村规划建设体系，远期打造独特IP成立擘画设计社会公益组织。用“小”规划

绘出乡村振兴“大”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