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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万青年
助力“百千万工程”

“通过三乡行动，不断推动人
才回归、资源回乡、项目回流，促
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 到 2025
年底，广东将累计组织 10 万名青
年下乡帮扶、联系服务 10 万名青
年返乡实践、培训服务 10 万名青
年提升兴乡技能，力争实现带动 1
万名青年入县下乡就业、 培育支
持 1万名青年县域创业……

“立足当下，我们最需要的
是实干。 ”广东共青团计划围绕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
织振兴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特
色鲜明的工作项目和服务品牌。
《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三年行动》方案提出，以服务
青年入县下乡就业创业为主要
抓手， 加快形成城市青年下乡、
在外青年返乡、本土青年兴乡的
人才集聚效应，到 2025 年基本实
现省级有平台、 市市有支撑、县
县有载体、镇镇有队伍、村村有
能手。

广东有 122 个县（市、 区）、
1609个乡镇（街道）、2.65万个行
政村（社区），区域之间的发展水
平却不尽相同。人们清晰地看到，
广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
在县、薄弱环节在镇、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在农村。“百千万工程”
的目标， 正是重点发展全省 122

个县（市、 区）、1609个乡镇（街
道）、2.65万个行政村（社区）。

为聚焦城市青年下乡，广东
共青团将继续实施广东高校毕
业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行动，派
遣 1 万名志愿者到粤东粤西粤
北重点帮扶镇开展 2 年至 3 年
志愿服务；组建 1 万支“三下乡”
重点团队服务县镇产业发展，以
“下乡对接、长期跟进”的形式，
为重点项目、科技攻关、创业帮
扶、青年培育等提供支持。

为动员在外青年返乡，广东
共青团将依托“展翅计划”为返
乡大学生提供见实习和就业岗
位，并建立人才联系和返乡就业
台账，每年组织不少于 3 万名大
学生返乡实习实践。 在培育本土
青年兴乡方面，广东共青团计划
建立省市县分级覆盖的“领头
雁”培训体系，每年帮助 3 万名
乡村青年提升兴乡技能。

建设新广东的舞台无比广
阔，也为广大青年建设者、青年
科学家、青年志愿者、青年技术
员等带来了实践与创新的机遇
和挑战。 可以想象，当广大青年
的力量联动起来，必将为高质量
发展中的广东提供强大的后劲
支持。

三地青年齐志愿

引领南粤青年紧跟党走，绘
就更长半径青年“同心圆”。

近年来，团省委紧抓“双区”

和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南
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
合作等重大机遇，全力打造粤港
澳青年发展型大湾区，开展助力
港澳台青年融入湾区发展“青融
工程”，推出广东青联投身横琴、
前海合作区 10 条举措， 不断强
化粤港澳台青年交流合作，满足
青年来粤实习就业、创新创业等
需求，团结引领粤港澳台青年奋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在这个实现梦想的蓝图中，
粤港澳大湾区的志愿事业联动
工作正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亮点。
在团省委的指导推动下，省志愿
者联合会、省青年志愿者协会联
合 10 个有影响力的港澳志愿服
务组织发起“粤港澳大湾区志愿
服务联盟”， 搭建起大湾区志愿
公益团体合作网络和交流平台，
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帮助港澳青
年更好地融入湾区发展。

目前，最新修订的《广东省
志愿服务条例》已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这是广东自 1999 年
《广东省青年志愿服务条例》推
出以来的第三版志愿服务条例。

新的条例重点关注志愿服务发
展促进措施、信息平台建设等领
域。 此外，2022 年 8 月，省精神文
明建设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加快
建设“志愿广东” 推进志愿服务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明确
提出，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志愿服
务联动机制，鼓励香港、澳门居
民参与广东志愿服务活动，探索
建立粤港澳服务记录互认、激励
回馈一体等制度安排；以志愿服
务为载体，畅通在粤港澳人士正
确认识国情省情、参与人文湾区
建设的渠道，推动粤港澳志愿者
身份互认、资讯互通、记录互认、
激励共享。

香港、澳门实际上是较早开
始社会志愿服务的城市，有着成
熟的经验模式，借鉴了不少其他
国家志愿服务的优点。“但目前
来看，澳门尚未有志愿服务领域
专门的法律法规，希望也能借这
个机会推动澳门在这方面的工
作。 ”澳门社区义工联合总会理
事长邓文基说道。 事实上，联动
香港、澳门的志愿力量，也让广
东的志愿服务条例区别于其他
省份，凸显广东特色，体现中央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战略。

目前，广东“i 志愿”系统 、
“注册志愿者证” 已在澳门落地
应用。 据广东省青年联合会介
绍，以“青年同心圆计划”为统
揽，积极对接并长期联系 150 家
港澳台青年社团，通过“大湾区
青年家园”整合大湾区青联专业
及社会力量、 培育志愿公益组
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仅落地
港澳的“益苗计划”粤港澳大湾
区专项赛， 就支持超 30 个港澳
青少年志愿公益社团开展大湾
区志愿服务项目，引导港澳青少
年更好地融入湾区。

如今，志愿服务成为粤港澳
参与公益实践、参与社会治理的
“最大公约数”。 通过广泛的志愿
服务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港澳
同胞对国情社情民情的认识，形
成了凝聚人心、 培养家国情怀、
增强民族意识的强大社会功能。

新广东，更志愿

在广东志愿者信息管理服

务平台（“i 志愿”系统）上，随时
可以看到注册志愿者的人数和
全省志愿者服务总时长的数字
变化。 近两年，广东每年新增注
册志愿者 200 多万，新增志愿服
务时长近 2 亿小时。“i 志愿”系
统显示，35 岁以下青少年志愿者
占比 71.77%。 广东志愿事业不仅
延续了建设初始的互助、友爱的
使命，更在几十年的实践里不断
扩大丰富着志愿服务的内涵。

如何推动广东志愿服务高
质量发展，不断擦亮志愿广东的
品牌，正成为当下广大志愿者和
志愿工作者的课题。

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社
会结构复杂多元， 思想文化交流
交融交锋，社会治理难度也更大。
随着改革不断推向深入， 复杂的
社会治理实践， 也为新时代广东
志愿服务改革发展提供了试验
田。 早在 2009年，广东省委、省政
府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志
愿服务事业的意见》， 明确提出

“在全国率先建立起覆盖全社会、
与政府服务和市场服务相衔接的
社会志愿服务体系”，首次将志愿
服务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
容进行顶层设计， 从全省一盘棋
的视角出发， 抓住志愿服务在社
会治理中起突出作用的关键领
域， 尝试探索形成志愿服务助力
社会治理的“广东方案”。

从纵向看， 团省委早在
1999 年就已成立省志愿者行动
指导中心， 目前近 70%的地市
团委设立了志愿服务专门工作
机构， 确保志愿服务工作有专
人、有经费、有阵地。 全省 21 个
地市团委均成立了志愿者联合
会（青年志愿者协会），所有县
（市、区）团委均成立志愿者联
合会（青年志愿者协会），实现
省市县三级组织网络全覆盖 。
从横向看，文化、卫生、体育、消
防、环保、媒体、法律、金融、助
残、税务等 20 多个行业已率先
建立志愿服务组织； 在重点服
务领域先后成立了志愿助残 、
环保志愿服务、 青少年禁毒公
益服务、“伙伴同行” 社矫服务
等领域的志愿服务联盟， 跨界
整合志愿服务专业力量。

当然，作为在志愿事业领域
深耕了几十年的先进省份，广东
志愿服务体量大但活力和专业
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志愿服
务目标定位、 人力资源管理、资
金保障、 激励措施等仍存在短
板。 要为志愿服务搭好交流学习
的平台、 沉淀理论研究的积累、
加强骨干人才的培养、提升志愿
项目体系的建设，才能为志愿广
东带来更多优质提升的空间。

广东青年何为，则志愿广东
何为。 青年的志愿精神和志愿实
践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精神面貌
的变化，还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未
来进程。 广东正在这一进程中大
胆前行，努力让每一个青年身上
散发出的志愿精神和优秀品质
有所延续、有所发扬。

（据《南方》杂志）

青年说：以志愿服务点亮生命之光

� � 2023 年 3 月 12 日，“绿美珠海 志愿青春” 珠澳青年助力绿美珠海生态建设义务植树活动在珠海市
斗门区举办

乡村振兴支教志愿者叶慧在阳江市阳西县蒲牌中心小学授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志愿者事业要同‘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 ”“实践证

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广东作为中国现
代志愿服务主要策源地，志愿服务事业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而
青年更是志愿队伍中的主力。 多年来，广东青年志愿者们共同
创造了洋溢着青春激情的青年志愿事业，让生命之火、青春之
光洒在广东大地每一个角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