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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校青年志愿者已经成为社会志愿者工作

队伍的中坚力量[1]。《学生志愿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进

一步明确指出：学生志愿服务，是指学生不以获得报

酬为目的，自愿奉献时间和智力、体力、技能等，帮助

他人、服务社会的公益行为[2]。高校校园文化是高等院

校以大学生特有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价值取向、思

维方式等为核心的，以具校园特色的人际关系、生活

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由大学生参与创办的报刊、讲

座、社团、沙龙及其他文化活动和各类文化设施为表

征的精神环境、文化氛围[3]。它是大学在长期的办学中

凝练起来的精神内涵，是一代代师生工作、学习和生

活过程中自觉内化的素养，对校内各项活动和事务起

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F学院凝练出“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校园生态

文化内涵。同时各子学院依托系部专业教学确立了

“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文化，“日新月异”的电力文

化，“厚德、自强、创新”的鲁班文化，引入“6S（SEIRI

整理、SEITON 整顿、SEISO 清扫、SEIKETSU 清洁、

SHITSUKE素养、SAFETY安全）”机电文化等。这些校

园子文化互相碰撞，形成了特色鲜明的 F学院校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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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化系统。在校园生态文化系统内的青年志愿者工

作受其影响，从自身工作实际出发，思考高校志愿服

务工作的有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以期开拓新时代高

校志愿服务工作思路和方法。

1 高校志愿服务生态的内涵及特性
1.1 高校志愿服务生态的内涵

高校志愿服务生态是校园生态文化系统下的子

系统，承担高校参与社会公益建设、培养新时代青年

学生社会责任、担当等精神素养的重要责任。高校志

愿服务生态是由校内各系部、校园基层志愿组织种群

共同构成的群落。各种群之间互相联系，相互协作，共

同开展学校志愿者服务工作。同时，各系部志愿者种

群、各校园志愿服务协会种群基于本系校园生态文化

对自身志愿服务生态不断建设，来适应新时代高校德

育工作开展的要求。

1.2 高校志愿服务生态的特征

1）高校志愿服务生态具有系统性。生物生态学理

论阐明，生物群落都是自我有效运行和循环的系统。

高校志愿服务生态由学校、系、协会、年级、班级、宿舍

各基层组织有机组成，形成有效的工作系统。系统运

行的有效和持续依赖于各基层组织的有效运行；同时

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指导。

2）高校志愿服务生态具有联系性。在生物圈中，

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生长是相互联系，互利共生的。高

校青年志愿者共处于校园生态文化的系统圈，各基层

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内容、形式、目的等方面互

相趋近，导致高校志愿服务生态的联系必然性。F学

院各基层志愿服务组织在探索志愿服务品牌建设中，

由于共同处于一个系统，组织种群与种群间在工作思

路和创新上互相借鉴，逐渐形成了形式有特色、内容

经典的志愿服务工作品牌。

3）高校志愿服务生态具有适应性。生物进化论表

明，适者生存。地区区域文化不同带来志愿服务的区

域化，适应服务地方发展才能为志愿服务提供更广阔

的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知识的日新月异，高校大学

生的思想变化快速更迭。作为高校思想教育的实践平

台工作更应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学生的思想变化，

才能有效引领思想工作的进步，充分发挥高校志愿服

务的实践育人功能。

4）高校志愿服务生态具有发展性。生物随着时间

变化要经历出生到成熟的过程。志愿服务生态的影响

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在有限的时空资源利用基础

上，通过不断的可持续发展，实现量变到质变，不断提

升志愿服务的影响力和引导力。

2 高校志愿服务生态工作思路与实践
高职院校致力于培养面向生产、服务、管理一线

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以满足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

需要[4]。随着志愿服务事业的深入推进，新时代高校志

愿服务面临挑战，特别是志愿服务同质化问题[5]。建设

志愿服务生态系统、打造志愿服务区域名片，依托校

园生态文化、区域城市名片，坚持可持续发展是探索

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品牌塑造的思路。

2.1 建设志愿服务生态系统

高校大学生群体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高层次志愿

服务队伍。各专业种群结合专业优势，在专业生态文

化的指导下，开展志愿服务，不但可以避免志愿服务

的同质化还可促进志愿服务的专业化、特色化，进而

为志愿服务品牌的形成提供有力的保障。如 F学院提

出了“古建保护志愿者”、“家电维修志愿者”、“水院河

小禹”等具有专业特色的志愿服务项目，进而形成志

愿服务的生态系统体系。在系部专业生态文化的引领

下，打造系部的特色志愿者活动，形成互相联系的志

愿服务生态系统。

2.2 主动适应，打造志愿服务区域名片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

在校园生态文化的基础上，和当地城市名片进行融

合，不但延伸志愿服务的创建思路，也促使志愿服务

项目的影响力更大。在对地方资源充分挖掘的基础

上，以地方名胜、名人等城市名片提出志愿服务项目。

主动适应区域特色，打造区域有影响的志愿服务名

片。在城市人流比较多的地方：汽车站、火车站、商业

中心设立志愿服务站，提供志愿服务，打造富有区域

特色的志愿服务品牌。

2.3 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

志愿服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将产生良性的社会

效应。反之，即使有特色、有亮点的活动，没有长期的

坚持开展，无法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更谈不上志愿

服务品牌的形成。F学院在系部专业生态文化的基础

上，坚持可持续地开展活动，如与 Y市特校、Y市幼儿

园开展的志愿服务项目达 10余年，产生良好的社会

影响。F学院申报的大学生思政项目《以“爱”为主题

大学生双向教育实践活动》获得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创新示范项目，多次获得市爱心同盟等单位的表

彰，在 Y市树立了优秀的高校志愿服务形象和口碑。

2.4 志愿服务工作的多点联系、融合

在各级机构组织的关心关怀下，志愿服务工作的

开展备受重视，志愿服务工作的形式、内容、载体丰富

多样。良好的志愿服务工作可以培养学生掌握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和应有的工作态度[6]。F学院依托自身校园生态文化

系统，立足地方文化生态，积极创新，在校区、校地、校

校、校企合作方面取得成绩，促进高校志愿者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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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地方的工作发展。

2.4.1 校区合作

校区合作，即学校和社区合作。推进志愿者服务

进社区，与社区建立合作协议，依托社区平台来丰富

和延伸志愿者服务。F学院立足校园生态文化基础，

与学校附近社区形成共建协议，形成互利共生共赢的

合作格局。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每周定期组织志愿者

参加社区组织的美化社区、关心孤寡老人、社区居委

会事务实习、课外兴趣义务班、健康生活宣传、社区幼

儿园大手拉小手、新春送春联、职业教育宣传、环境保

护宣传进社区等各项志愿者服务。高校大学生志愿者

把科教、文体、卫生等知识带进社区，既丰富了社区居

民的生活，又提升了大学生的社会公益道德水平。

2.4.2 校地合作

校地合作，即学校和地方单位合作。地方各单位

是引领地方经济、生态、文化各方面建设的领头羊。高

校志愿服务工作紧跟新时代步伐，依托地方单位资源

和需要，结合自身生态文化建设富有社会影响力的志

愿者服务类型。《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发布

后，各地积极组织落实 [7]。F学院有着悠久的办学历

史，也有丰厚的校园生态水文化。F学院积极与 Y地

方有关单位合作，开展了河段巡查与清洁志愿服务、

河段专管员采访、宣传“河长制”主题活动、挖掘“河长

制”优秀案例、“我与河长面对面”交流会、专业调研等

志愿服务活动[8]。志愿服务的开展积极配合地方单位

的工作，同时对建立有时代特色、有专业文化、有社会

影响、有校园生态内涵的志愿服务发挥重要作用。

2.4.3 校校合作

校校合作，即学校和地方中小学合作。大学、中小

学是教育的不同层次，积极与地方中小学、幼儿园、特

殊教育学校合作，把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带到中小学

校园，以榜样示范、大手拉小手等各式各样的服务方

式促进教育共融共赢。F学院长期和 Y地方幼儿园合

作，每周安排学生定期到幼儿园当“小老师”，和幼儿

园教师一起关心、帮助小朋友的成长。利用课余时间

到地方中小学开展感恩教育、环境保护宣传、建筑科

技宣传等活动；同时，以榜样作用和中小学生一起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校校志愿活动的开展为地方基层教

育提供一定的人力和智力资源，同时也促进志愿服务

正能量的传播。

2.4.4 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即学校和地方企业合作开展志愿服

务。大学生志愿服务仅仅依靠校内平台是不够的，还

需要走进校外企业。在企业为学生搭建难度较低且具

有专业特征的志愿服务岗位，对大学生深化专业知

识，探索青年公益创业[9]，提前了解企业是有利的。同

时，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提供了人力资源的储备。F

学院积极与企业开展志愿服务，如安排学生到地方银

行、建筑企业、自来水公司、水文站进行志愿服务等，

力所能及地帮忙做报表、查水质、做记录等基础服务

工作。

3 结语
校园生态志愿服务建立在校园生态文化系统上，

受校园生态整体文化的影响。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工作

旨在培养青年学生服务、担当、奉献的精神品质，同时

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志愿服务工作研究可继续探

索适应时代和青年的高校志愿服务工作思路，在志愿

者服务意愿、志愿服务载体、志愿服务传播媒介等方

面继续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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