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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全国大学生

“乡村振兴·青春笃行”计划工作安排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

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

回信和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五四青年节对全国广大青年寄语精

神，引领广大青年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

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将在全国范围内

组织开展 2024 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笃行”计划。有

关安排如下。

一、活动主题

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

二、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

支持单位：中国农业银行

三、活动对象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

四、活动方向

1. 宣传国家粮食安全。加强对粮食安全战略、粮食安全形

势、粮食安全知识、耕地保护政策等宣传宣讲，广泛凝聚粮食

安全人人有责的共识。开展节约粮食活动，让爱惜粮食、节约

食物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中蔚然成风。引导青少年树立和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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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食物观，培育健康消费的理念。

2. 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开展农副产品包装设计、直播带货、

品牌建设和文旅宣介，提供涉农企业、涉农项目发展咨询，助

力农业合作平台搭建、青年农业合作社发展，开展金融支农服

务、普惠金融政策宣传等。

3. 参与和美乡村建设。参与“美丽中国·青春行动”，以

实施“保护母亲河”行动为抓手，参与开展农村垃圾分类、河

道清理、水体整治等活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村落

整体规划与开发、为乡村古建筑保护与利用献智献策等活动，

开展乡村特色标识设计、农村文化产品设计、乡村景观设计、

农村民宿设计、闲置农房改造设计等活动。开展健康讲座、医

学小课堂、义诊、送医送药进乡村等活动。

4. 组织乡村文化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农耕

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抵制高额彩礼、厚葬薄

养、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依托高校资源，开展以送戏、送电

影、送话剧等文艺形式的系列文化活动，开展文艺汇演进乡村、

乡村文艺青年培训等文化活动，助力繁荣发展乡村文化。

5. 开展农业科技支持。开展农业科技政策宣传、农技宣传

推广、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宣传；助力数字乡村发展，

参与电商运营、经营管理、仓储物流管理等培训活动；依托科

技小院，结合高校专业特色，推广宣传特色优势种业，提供农

作物病虫害防治、畜禽养殖防病治病、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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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然灾害预防等科技支持；助力发展智慧农业，缩小城乡“数

字鸿沟”。

拟遴选支持 1000 支全国示范性团队，广泛依托科技小院、

乡村振兴工作站、青年之家、“青年夜校”等社会实践载体，

深入开展服务乡村振兴实践活动。鼓励各省级团委和各高校团

委根据实际情况，参照组织和支持一定数量的大学生实践团队

开展“乡村振兴·青春笃行”计划，省级示范性团队向共青团

中央青年发展部备案。鼓励各级团委支持有意愿的返乡创业青

年就近就便参与。

五、流程安排

1. 需求征集。针对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 140

个陆地边境县征集需求，并在“创青春”微信公众号上公布需

求清单。各高校也可结合定点帮扶、校地合作或实践基地等，

自行对接其他县域乡村发展需求。

2. 择优匹配。各高校根据自身优势和条件，匹配需求并与

需求方进行对接沟通，双方达成结对意向后，由省级团委按照

名额分配（附件 1）择优推荐，并于 6 月 25 日前将申报表（附

件 2）和汇总表（附件 3）发送至邮箱 tzydxjh@163.com，同步

报备省级示范性团队汇总表（附件 4）。原则上，每个县（市、

区）对接的高校社会实践团队不超过 2 个，每所高校申报的团

队不超过 10 支，每支团队建议 5 至 15 人。

3. 确定团队。主办方根据各省份推荐的社会实践团队和结



4

对项目情况，确定全国示范性社会实践团队，并向社会公布，

同时整合社会资源给予相关指导和支持。面向 160 个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和 140 个陆地边境县开展社会实践的团队，有

意愿的可直接推报参加第十四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

划竞赛“乡村振兴”定向帮扶赛。

4. 行前培训。7 月上旬，组织入选的实践团队围绕“三农”

政策、调研方法、群众工作、安全保障等内容开展培训。

5. 开展实践。7 月至 8 月，实践团队结合专业实际，发挥

专业优势和个人特长，聚焦宣传国家粮食安全、助力乡村产业

发展、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组织乡村文化活动、开展农业科技

支持等重点方向开展社会实践。鼓励各省级团委整合实践活动

情况，形成宣传稿件或视频，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审核择优

在“创青春”等新媒体上进行宣传。

6. 项目结项。9 月 30 日前，各实践团队提交至少 1 篇高质

量的结项报告，结项报告模板见附件 5。报告要包含实践的标志

性成果，并附有相关支撑材料，力求成效可量化、可衡量。结

对项目未能全部完成的，需提交中期报告，体现阶段性完成成

果和下一步安排。

7. 项目评审。适时组织开展评审工作，根据学生提交的社

会实践成果的理论性、实践性、创新性、有效性等，按活动类

别分别遴选一定数量的优秀单位、团队、个人和项目。

8. 总结交流。适时组织工作总结交流会，总结活动开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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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交流分享青年参加乡村振兴的心得感悟，对全国示范性团

队中的优秀单位、团队、个人和项目予以表扬，同时表扬一批

已报备的省级示范性团队中的优秀单位、团队、个人和项目。

适情组织项目对接会，推动有意向的地方和高校长期结对、签

约合作。

六、有关要求

1. 加强组织领导。各省级团委要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统筹，

发动本地区县级团委征集乡村振兴需求，做好高校团委与基层

有关方面的接洽对接和支持服务，动员有意愿的返乡创业青年

参与。各高校团委要做好团队遴选、需求结对、推荐申报等工

作，加强对参与学生的安全教育、风险防范、实践指导、跟踪

管理。

2. 加强过程指导。各地、各高校团委要坚持育人导向，将

其作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作为实施

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重要内容，指导学生深入乡

村开展调查研究、参与社会服务，指导学生撰写高质量的调研

报告或形成其他社会实践成果。

3. 加强宣传总结。各地团委、高校团委要加大宣传报道力

度，依托各类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平台，宣传报道实践活动和典

型事迹。认真做好活动总结，及时提炼好的经验做法，加强交

流分享，注重成果运用，努力将调研报告、实践思考、工作项

目等成果转化为资政报告、建设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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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方式：

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王老师、岳老师，010-85212028

附件：1. 2024 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笃行”计划

项目需求清单（部分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陆地边境县）

2. 2024 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笃行”计划全国示

范性团队名额分配表

3. 2024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笃行”计划团队申报表

4. 2024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笃行”计划全国示范

性团队推荐汇总表

5. 2024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笃行”计划省级示范

性团队汇总表

6. 2024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笃行”计划结项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