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届志交会闭幕式的表演都精彩纷呈。

图为志交会现场设置的与观众互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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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青年志愿服务向下扎根的力量

将视线回眸至 2014 年，那一年 12 月，首届中

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交流会在广州

启帷，也从此开启了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扎根中国

大地的新的实践探索。

当我们回首五届志交会，或许能够从这 5000
多个涵盖方方面面领域的志愿服务项目中采珠撷

贝，一窥其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解决社会矛盾、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中所发挥的热度和力量。

扎根社区治理
——“中国之治”最后一公里

社区，已经成为志愿者的重要服务领域。志愿

者，已经成为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这一点，在志交会的平台上有着愈来愈明显的

感受。

在我国城乡很多基层社区，活跃着志愿者的身

影，他们以融洽邻里关系、打造和谐社区为己任，成

为服务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基层力量之一。

比如第三届志交会上走出来的“小娘舅握握

团”项目。

“娘舅大石头”，是流行于江浙沪地区的一种特

定说法，指的是如果家里发生了纠纷而需要找一个

人主持公道时，这个人必须是在家里地位高的娘舅。

后来，“娘舅”一词被借意引用，当地人引申

将调解员尊称为“老娘舅”。

不过，因为年轻，“80 后”屠昱被街坊邻居称

为“小娘舅”。

这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福明街道东城社区的

一名普通社工，工作在基层社区，解决邻里矛盾、

处理家庭纠纷，家长里短是他日常所面对的必不可

少的工作内容之一。

看在眼里，想在心里。面对大大小小、各式各

样的纠纷，法律专业毕业的屠昱开始思考能否通过

法律手段为矛盾双方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出口。

“小娘舅握握团”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诞生的。

这是宁波地区第一支集纠纷调解、普法宣传、

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于一体的团队。3 名 80 后是

“小娘舅握握团”的最初成员，在屠昱看来，他们

的服务对象瞄准为信访人群中一部分不属于信访受

理范围却可以通过调解解决问题的来访群众。

今年 9 月，宁波鄞州东部新城某金融机构保洁

员张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经送医抢救无效后

身亡。张某家属和张某所在物业公司发生赔偿纠纷。

“当时，家属要求所在物业公司赔偿 20 万元，

但物业认为自己不是过错方，不愿赔偿。”屠昱说。

双方陷入争执中，屠昱介入调解。屠昱认为，

“由于张某是在上班途中自己摔倒，不属于工伤保

险条例规定的在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责的交通

事故，因此不能认定为工伤。”

虽然张某的意外去世企业没有过错责任，但屠

昱认为，毕竟张某为企业员工，因此经过协调，出

于人道主义考虑物业公司愿意支付 6 万元作为人道

主义补助，同时考虑到张某家庭条件本身就不好，

加 之 家 属 因 为 抢 救 张 某 又 花 去 了 近 20 万 元 医 疗

费，还为此欠下了外债，亟需救助。

最终在屠昱调解下，张某所在物业项目部通

过 募 捐 为 张 某 筹 集 5 万 元 补 助 款 ， 纠 纷 得 以 顺 利

化解。

8 年来，“小娘舅握握团”成功调解各类矛盾

纠纷 650 余起，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2500 余人次，开

办 各 类 普 法 宣 传 活 动 200 余 场 ， 提 供 法 律 援 助 3
次，举行调解员提升工程 24 场，受益人群 8000 余

人次。

如今，“小娘舅握握团”成员已扩充至 67 名，

涵括调解员、律师、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师、志

愿者管理、宣传、财务等各个方向。

屠昱觉得，让志愿服务参与社会治理、多元化

解矛盾，“小娘舅握握团”是一种有益尝试。

“调解不仅仅是老百姓处理纠纷的过滤网，把

大量的矛盾化解于基层，调解还能成为社会矛盾的

防火墙，因为调解的柔性特质会让一些不属于信访

或者诉讼 （仲裁） 受理范围的矛盾纠纷，可以通过

调解让当事人达成协议，从而顺利解决。”屠昱说。

在志交会的舞台上，这样的志愿服务项目并不

鲜见。

他们的具体服务对象虽然略有差异、工作方式

各有不同、开展活动千样百态，但归根结底，他们

的方向和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基层社区治理

中以志愿服务力量寻求探索与突破，力求打造“基

础之治”的和谐与美好。

在离宁波 400 多公里外的南京，同样有一群青

年志愿者活跃服务在各个基层社区，不过，他们锚

定服务的是过渡型社区。

作为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社

区形态，过渡型社区因居民归属感较低、流动人口

数量大、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而存在着治理上的

弱势和瓶颈。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2013 年 10 月，南京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启动“佐邻佑里”社区治理共同

体守望服务项目，希望以文明建设类志愿服务活

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

经过调研，“佐邻佑里”项目团队发现在过渡

型 社 区 中 ， 较 少 参 加 社 会 文 化 活 动 的 居 民 占

60.45%，居民参加社区文体活动较多，占到被调查

人数的 65.03%，但邻里互动等参与比重很少，只

占到 21.6%。

在项目指导教师王颖睿看来，通过分析数据显

示，一方面，过渡型社区缺乏先进的社区治理文化

引领，社区凝聚力弱，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参与文

明建设类活动少，活动单一，质量低，居民协同力

不强。

“ 同 时 ， 我 们 发 现 ， 在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负 责 人

中 ，50 岁 以 上 的 人 员 占 到 64.78%， 多 为 退 休 人

员，没有专业化队伍，社区治理活动创意性低。”

王颖睿说。

为此，项目团队将志愿服务方向瞄准在邻里关

系、7-14 岁青少儿，50 岁以上老年人三个方向上。

在南京市古泉社区，针对三个方向的三大品牌

活动邻里之光、耆乐年华、红色文化就是由此设计

并落地的。

“融化邻里冷漠之冰、安抚空巢老人之情、筑

造 红 色 青 年 之 梦 。” 在 王 颖 睿 看 来 ， 三 个 品 牌 活

动的设定都是指向“密切邻里人际关系，促进社

会 关 系 和 谐 ， 增 强 居民自治意识，营造睦邻、融

洽的氛围”。

自 2013 年以来，“佐邻佑里”社区治理项目共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3265 场，志愿者参与人数达到

19450 名，项目已经覆盖至南京 48 个过渡型社区，

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几年来，在“佐邻佑里”项目志愿服务协助

下，古泉社区先后在 2018 年被评为江苏省文明村

镇、全国文明村镇，在 2019 年被评为江苏省和谐

社区示范社区、江苏省文明社区。

“让居民在参与志愿服务过程中找到归属感、

参与感和幸福感，最终让社区成为一个共建、共

治、共享的文明社区。”王颖睿说，这是“佐邻佑

里”项目设定的出发点，如今也在一步步让梦想照

进现实。

关爱留守儿童
——为孩子们插上放飞梦想的翅膀

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辅导、心理疏导、行为矫

治、社会融入和家庭关系调适⋯⋯几乎每一个环节

都能在志交会上找到专业的志愿服务项目。

今年 8 月，再次回到家乡贵州的大山深处时，

李丽的身份是一名支教志愿者。

头顶烈日，跋涉在贵州镇宁八河村陡峭崎岖的

山路上，李丽有种回家的感觉。4 年前，她就是从

大山深处走出去的山里娃。

今年从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毕业后，李丽毅然

加入了“小小麻雀课”研究生支教团，前往贵州镇

宁，成为一名驻守山区的支教志愿者。

“小小麻雀课”是扬州大学于 2014 年启动、面

向“袖珍村小”开展的乡土课程开发行动。

2013 年，当研支团走进贵州省镇宁县木厂小

学时，全校 6 个年级 80 余名学生，只有语文、数学

两名教师，班级采用混班教学。

“即便如此，部分学生仍可能要等上两至三天

才能排上一次课，科技教育、审美教育、劳动教育

等素质课程几乎为零。”志愿者李若说。

2014 年，扬州大学研支团组织开展“小小麻

雀课”乡土课程开发，旨在面向“袖珍村小”的资

源禀赋和发展需求，开发袖珍型、复合式、乡土化

素质拓展教学课程，打造以乡土特色教育课为主

线，串联民族文化、心理健康、劳动教育等素质拓

展课程的课程链。

“‘小小麻雀课’突出课程体量小、受众学生

少、教学内容土、授课方式活、价值导向精五大特

征。”在 2020 届研支团团长程雯曦看来，这种小、

土、活的特征，形似麻雀，因此取名为“麻雀课”。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小麻雀课”将课

程浓缩，以一条主线将不同内容串联，构成课程

链，打造特色乡土课程。

如今，在贵州省平塘县旗山小学，研支团构建

民族舞蹈课程链，在 30 节课程中，结合少数民族

舞蹈，开展乐理基础、民族文化、服饰文化、舞蹈

基础等微型课程，实现文化、音乐、舞蹈、乡土、

审美等教育内容的串联。

在四川省雅 安 市 龙 门 小 学 ， 研 支 团 开 展 爱 国

主义教育，以国旗班礼仪课程为主线，将爱国主

义、乐理知识、军事知识、队列排演和社团活动

串联起来。

在贵州省威宁县张官小学，研支团立足当地特

有的民族非遗文化芦笙舞，编排芦笙乐器教学、舞

蹈教学、民族文化等乡土味课程，藉此实现芦笙舞

的再生和传承、素质课程与乡土文化相融合，也实

现了乡村教育的乡土回归。

一 堂 “ 小 小 麻 雀 课 ”， 为 西 部 山 区 “ 袖 珍 村

小”的孩子们提供了多样而丰富的素质课程内容，

开拓了眼界，并尝试实现着“小而优”“小而美”

“小而特”“小而精”的新时代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

转型。

作 为 首 任 研 支 团 团 长 ， 志 愿 者 陈 晟 感 慨 说 ，

“‘麻雀课’虽小，但它给封闭的大山开了一扇

窗，让孩子们明白 123 又叫‘哆瑞咪’，让他们认

识乐谱、钢琴和水彩。”

作为曾经的研支团成员，现任项目指导教师张

运说，6 年来，项目累计吸引超过 1000 名志愿者参

与，先后研发了各类素质拓展课程 60 余门，授课

20000 余课时，12000 余人次受益，覆盖全国 60 余

所村小，并撬动 600 余万元公益资源。

参与脱贫攻坚
——致富这条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扶贫”一直是理解志交会上最深沉的主题。

在参与脱贫攻坚的路上，志愿者从来都是一支不容

忽视的重要力量，从大山深处到戈壁荒漠，从田间

地头到房前屋后，青年志愿者们用脚步丈量每一寸

亟待脱贫的土地。

9 年前，在天津北部蓟州地区的大山深处，一

些偏僻的村庄因路况不佳，交通不便，极难通行。

虽然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但很多农户的农

产品并不能畅通地卖到大山外面，贫穷一直困扰着

部分家庭。

那一年，身为国网天津蓟州供电公司员工的徐

璐在每个月入户抄电表、收电费的过程中看到了这

些情况。

“经常接触，让我了解到村里很多老人、孩子

没有能力把家里的农产品卖出大山，于是我产生了

帮助他们带卖山货的想法，这就是项目的起点。”

徐璐说。

徐璐口中的“项目”全名为“电力红马甲 山

路带货人”乡村助农志愿服务项目。2011 年，在

公司支持下，该项目正式成立，并将服务对象精准

定位在蓟州区 26 个乡镇 89 个村庄中以农产品为唯

一经济来源的 386 户困难家庭。

从那时起，一个个鲜艳的“红马甲”翻山越

岭，穿行在崎岖的山路上，在工作的同时，承担起

帮助农户带卖山货的职责。

徐璐说，很多时候，一辆自行车就是他们的代

步工具，每当出山时，后座上常常驮带着一整袋山

货，“那驮载的是村民的希望”。

就这样，往年会滞销的红果、核桃、栗子、柿

子、酸梨等山货源源不断地销售出去，村民的钱袋

子也渐渐鼓了起来。

在志愿者张坤的印象中，蓟州区邦均镇老桂夫

妇两人都身患疾病，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圈养的

30 只土鸡和 5 只山羊。

在工作间隙，志愿者们通过唠家常拉近与老桂

夫妇的距离，通过微信群帮助他们把鸡蛋卖出去，看

到鸡蛋订单不断增多，老桂夫妇重新燃起脱困希望。

2018 年 5 月，在志愿者们的帮助下，老桂夫妇

扩建了鸡舍，使土鸡养殖规模达到 100 只，实现年

均收入破万元，成功脱贫。

2020 年疫情来袭，曾一度令村里的山货更难

销售。

徐璐说，房前屋后的十几棵果树产量虽然不

大，却承载着每家每户唯一的经济来源。

困境之下，徐璐联合志愿者们开启了天津首家

央企直播带货。对徐璐和她的小伙伴们而言，这是

一次全新的尝试。

“第一次网络直播卖货 3 小时，我们帮助村民

张奶奶卖了 4883 元钱，这是她一年的收成。”徐璐

说，当她看到张奶奶眼角溢出的幸福和笑容，她觉

得比什么都值。

疫情期间，志愿者们直播带货 13 次，销售农

产品 21 类，直播销量 7800 多斤，迅速缓解了 50 多

个困难家庭的燃眉之急，实现户均增收 1200 余元。

据统计，9 年来，“红马甲”志愿服务团队足

迹 踏 遍 蓟 州 山 区 949 个 村 庄 ， 开 展 志 愿 服 务 966
次，销售农产品 8 万余斤，帮助 386 个困难家庭累

计增收 30 余万元。

一个个数字彰显着志愿者的力量。

而今，最初只有十几人的志愿者队伍已发展到

241 人，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升。

徐璐说，他们拥有近 2 万名电力职工，背后是

10 万个家庭，这构成了庞大的助农爱心群体。

如 今 ，241 名 “ 红 马 甲 ” 志 愿 者 开 展 技 术 培

训，开设线上微店，立足于送技术长效帮扶，探索

“互联网+志愿服务”新模式，形成常态长效农品

“月度带货日、季度带货节”，以“七步工作法”解

决农产品滞销难题，在助农脱贫的路上越走越远。

在贵州，同样是一片深山，同样流动着志愿服

务热情。

贵州省册亨县、罗甸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也

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最多的县之一。

然而，生活质量的提升并未让搬出大山的村民

及时适应崭新的生活环境，待定就业，也让这些新

的“城市居民”难以安居乐业，如何实现“搬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引进产业成为当务之急。

对此，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非常重视。2017 年，

在地方团县委支持下，已在贵州开展支教扶贫志愿

服务 5 年的华南师范大学研支团决定做些什么。

通过走访、调研，研支团瞄准了扎染、蜡染、

刺绣等优秀的布依族非遗传统文化。

在志愿者郭绮琪眼里，这些令外地人叹为观

止、底蕴深厚的手工艺，很多当地布依族孩子却并

不了解，“民族文化出现了断层，民族记忆需要被

唤醒”。

这何尝不是一个可以打造的特色产业？

这年 8 月，在贵州省“锦绣计划”的基础上，

华南师大研支团“‘守艺·匠兴’传承民族工艺、

助力乡村振兴”志愿公益服务项目应时而生。

“ 我 们 希 望 通 过 深 耕 ‘ 非 遗+扶 贫 ’ 公 益 模

式，帮助当地布依族居民建立文化自信，在实现再

就业的同时，助力实现乡村振兴。”郭绮琪说。

在开展“守艺·匠兴”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

团队成立“守艺”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室，依托高校

优势，整合多方资源，对布依族文化进行梳理总

结，编撰成文实现文化传承，并结合高校专业资

源，为非遗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实现文化创新，借

助网络直播、自媒体宣传推广等，向全国推介布依

族非遗文化。

郭绮琪表示，针对手工艺人，团队成立“匠

兴”民族工匠互助项目组，通过新市民计划，帮助

村民快速适应城市生活，提供上岗培训和工匠晋升

渠道，促进再就业，“我们希望以实际行动保护指

尖技艺，激活指尖经济，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帮

扶贫困县实现脱贫致富。”

3 年来，“守艺·匠兴”志愿公益服务项目已

将服务推广至 6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依托“新

市民计划”，开展城市适应性培训 78 场，惠及帮扶

人数近 5000 人，在带动就业增收上，帮扶 200 余贫

困户月均增收 1500 余元。

郭绮琪说，3 年来，他们团队从 11 名志愿者，

已经增加到 360 余名志愿者。

其实，早在 5 年前，从国家正式提出“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那一刻起，无数志愿者便已投身这

场洪流之中。

守护青山绿水
——让美丽中国早日成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

而今，遵循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已越来

越成为共识、深入人心。

“与湿地缔结不离不弃的千秋之约”，讲出这句

话的是来自江苏常熟理工学院的“水玲珑”湿地保

护志愿者团队。

地处江南水乡的常熟河网密布、湖荡众多，湿

地 类 型 多 样 ， 被 誉 为 一 座 建 设 在 湿 地 上 的 城 市 。

2018 年，常熟成为全球第一批“国际湿地城市”。

然而，曾几何时，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进

程中，常熟的河流、湖泊也曾一度受到污染威胁，

保护湿地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2014 年 9 月 ， 在 常 熟 理 工 学 院 ， 一 支 “ 水 玲

珑”湿地保护志愿者团队悄然成立。围绕常熟八大

湿地，从水情调研和水质监测、水资源保护与修

复、湿地保护水文化宣传 3 个方面开展志愿服务。

团队从宣教抓起，在社区组建志愿者团队。

6 年来，1936 名志愿者共赴常熟 35 个社区开展

河岸垃圾清理、节水护水科普宣传，组建社区志愿

团队 35 个，志愿者超 600 人，共开展志愿服务 121
次，大大加强了民众的湿地保护知识和意识。

“同时，我们多次前往常熟市中小学开展小小

河长主题班会，每年开展 4 到 5 次湿地研学夏令营

活动，沉浸式教学方式在孩子心中埋下湿地护水的

种子。”志愿者赖淑涵说。

为了监测水质做好防控，团队联合常熟湿地保

护站、南京大学生态研究院对常熟全部湿地区域持

续 6 年进行水质监测与分析，动态掌握和改善湿地

实际水质情况。

6 年来，团队联合常熟市科协、湿地保护站等

单位举办 3 届“湿地保护宣传周”、7 届“爱鸟护鸟

周”等活动，开展湿地保护文艺汇演、节水护水科

普宣传，被民众亲切地称为“城市之肺的守护者”。

如今，这群湿地守护者已从最初的 8 名志愿者

发展到 600 人，在践行环境保护的志愿服务路途上

继续贡献着青春力量。

在第五届志交会上，“城市营养液 环保守护

者”志愿服务项目受到关注和好评，这个项目同样

来自常熟理工学院。

2016 年，随着国家提出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

度，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分类体系，以常熟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为契机，这一年，常熟理工学院组建成立

“城市营养液，环保守护者”志愿服务队。

“通过志愿服务，让垃圾分类的理念像‘营养

液’一样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志愿者偶琛说。

4 年来，团队每年都会前往常熟市 56 所中小学

进行垃圾分类环保宣讲，结合专业特点，还开发了

一套垃圾分类科普实验课程体系，如硫酸铜溶液与

蛋清的变质反应，生动模拟了重金属污染带来的危

害，以增强宣讲的趣味性和科学性。

联合相关部门，团队引领社区居民加入垃圾分

类志愿者队伍，并组织志愿者进社区活动，为群众

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传、现场指导垃圾投放等志愿

服务。

4 年来，一项项活动，让垃圾分类知识和意识

日益深入常熟市民心间，也让青年志愿服务力量日

益深入到参与环保的社会治理中。

践行着守护绿水青山理念的志愿者通过志交会

展示着他们的理想。

在北京，他们积极推行垃圾分类理念，倡导人

们从自我做起自觉遵守规定；在太原，他们开设供

水“小水滴”公益课堂，让节水理念深入民心；在

上海，他们开展临海“清”年生态文明建设志愿服

务活动，清理海滩垃圾，让海水更蓝更清；在湖

北，他们守护长江江豚，面向公众开展一系列保护

江豚志愿活动⋯⋯ （下转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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