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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VOLUNTEERING

从古长城脚下的社火排

练到平遥古城的文旅

服务袁从社区志愿者的暖心行动
到为乡村振兴献计献策噎噎
2025年春节期间袁三晋大地活跃
着一批 野归巢燕冶要要要数千名返

乡大学生利用假期袁以赤子之心
投身家乡建设袁用专业所长助力
文化传承袁为家乡发展注入了蓬
勃的青春活力噎噎

文化传承
青春舞动千年社火

舞龙、舞狮、腰鼓、背棍、高

跷、秧歌……春节期间，返乡大

学生“火”力全开，共同解锁社火

新玩法，让年味更鲜活、更丰盈。

长治沁县南涅水村，清晨六

时的寒风裹挟着细雪。55名大学
生手持嵌着铜钱的霸王鞭，在省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指导下反

复练习“缠腰过膝”的招式。返乡

学子王珊的虎口已磨出三个血

泡，却坚持每天提前两小时到场

加练。“这套动作源自北宋戍边

将士的练兵术，每个招式都对应

着古代军事阵法。”她向记者展

示手机里整理的 3D 动作分解
图，“我们正在建立数字档案，让

千年武舞实现可视化传承。”

“传统技艺连接过去与未

来，青年创新能让其焕发新光

彩。”王珊表示，如今越来越多的

青年回到家乡探寻传统文化，通

过社交平台和线下活动，让家乡

的传统文化绽放出新的光彩。

在晋商故里太谷，返乡学子

们创新推出的“社火+研学”模式
正在引发连锁反应。他们运用动

作捕捉技术将传统社火套路数

字化建模，开发的 VR 沉浸式体
验项目在元宵节当天吸引万人

体验。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家乡的

社火表演，感觉非常新奇和有

趣。过去只在电视上看过腰鼓表

演，这次能亲自参与，既学到了

技艺，又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

陶。”就读于忻州师范学院的杜

欣如说，排练期间，她和队员们

通过查阅资料、拜访老艺人，深

入挖掘腰鼓背后的民俗故事，为

表演注入新的文化内涵，努力为

家乡群众呈现一场传统与现代

交融的视觉盛宴。“参与社火表

演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生命

力。”杜欣如感慨道。

王珊、杜欣如只是众多返乡大

学生参与年俗文化的缩影。这个春

节，在山西各类节日文化活动中，

到处是返乡学子的青春身影。

在偏关县，返乡学子化身威

武的将军，身着铠甲，手持长剑，

列队而行，沿着预定路线进行巡

关表演，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对家

乡文化的热爱与传承；在高平市，

返乡大学生融入元宵耍乐故事展

演中，你捧灯笼、我执彩扇，我唱

秧歌、你舞彩蝶，敲锣打鼓、抬花

轿、骑竹马、划旱船……处处洋溢

着红火浓郁的年味，为推动传统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注入青春

活力；在临汾市，返乡大学生积极

参与“青春靓城 乐动临汾”古城

墙街景音乐会，宣传城市文化，营

造欢乐祥和的新年氛围。

这个春节，返乡学子成为文

化传承的主力军，他们把青春热

血融入传统年俗，让文化自信在

红火年味中生根发芽。

专业赋能
文旅融合注入新活力

农历正月初六，大同九龙壁

景区游人如织，一位金发碧眼的

外国小伙儿在九龙壁前不时驻足

端详。看到外国友人对九龙壁的

历史文化充满好奇，庞思敏立刻

面带笑容迎了上去。面对慕尼黑

游客迈克尔关于琉璃照壁的追

问，19岁的姑娘用流利的英语从
容应答：“九这个数字在《周易》中

代表至阳，五居正中象征尊位，九

五组合暗含天人合一……”她特

意准备的 3D打印微缩模型，让
外国游客直观看到龙鳞的上百种

烧制工艺。

庞思敏是新疆政法学院的大

一学生。今年寒假回到老家大同，

她报名参加大同云中青年社会服

务协会的志愿服务，成为一名景

区志愿者兼外语讲解员。“从九龙

壁建造的历史背景，到其蕴含的

丰富文化寓意，再到其所承载的

中华民族精神传承，我越讲越兴

奋，外国友人越听越开心。”庞思

敏出色的解说受到了这位德国小

伙的称赞。德国小伙离开前，特意

请庞思敏帮忙拍照留念，并表示

一定会再约朋友来大同，期待再

次听到她的精彩讲解。

“景区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主要针对大学生群体，既有返乡

大学生也有大同大学的学生。我

们在山西籍学子联络群发布各

种丰富多样的志愿活动，以推动

志愿服务工作的发展。”大同云

中青年社会服务协会会长王璇

介绍，春节期间，他们在善化寺、

九龙壁、小石子村景区等开展了

一系列志愿服务，共派出 11名
外语志愿者，为外籍游客提供专

业的讲解服务，带领游客深度体

验古城的历史文化魅力。春节期

间，这支大学生文旅志愿服务队

服务游客人数超过 2000 人次，
为当地春节文化旅游市场注入

了蓬勃的青春活力，同时也为家

乡高质量发展贡献了青春力量。

其实，这样的文化活动在山

西各大景区已成常态。在云冈石

窟第 20窟前，山西大学外国语
学院学生团队开发的“AR实景
导览”系统，正将佛陀微笑与犍

陀罗艺术进行跨时空对比；平遥

古城票号博物馆里，中北大学机

械工程专业学子复原的晋商密

押机，让游客亲手体验清代金融

密码的奥妙。春节期间，上百名

掌握英、日、法、俄等语种的大学

生志愿者，累计服务外宾 2300
余人次，相关短视频在海外平台

播放量突破百万次。

返乡大学生对家乡都有着

深厚的感情，他们充分利用所学

专业，推动家乡旅游业的发展。

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的大

一学生徐子仪利用寒假，回到家

乡寿阳参加实习实训。其间，他

协助团寿阳县委组织了传统中

国年直播活动，其中一个环节是

代表性传承人介绍家乡的非遗。

为此，他走访寿阳爱社代表性传

承人，开展爱社傩舞“婀娜多采”

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在调查

傩舞文化发展现状与分析现代

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他与团队成

员共同设计 4 个傩舞人物 IP 形
象的手办、徽章以及 30个壁画、
明信片、便签、面具、冰箱贴、陶

器等文创产品设计稿。徐子仪表

示，未来，还将继续设计 6 个傩
舞人物形象及 VR场景设计，为
提升寿阳爱社的知名度与影响

力，推动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创

新贡献青春力量。

这次实践活动让徐子仪重

新认识了山西，一方面发现家乡

人才引进政策很有诚意，能感受

到家乡招才引智的决心；另一方

面，文旅融合、数字经济等产业

升级让他看到家乡发展的多元

可能性。“未来我会持续关注山

西人才需求，如果专业方向契

合，非常愿意用所学知识参与家

乡建设。能在家门口实现理想，

是件特别幸福的事。”徐子仪说。

志愿暖心
青春温度温暖中国年

作为《黑神话：悟空》游戏取

景地之一的隰县小西天景区，今

年春节期间，人气火爆，游人如

织。为了服务好来自全国各地的

“天命人”，隰县 84名返乡大学
生自愿放弃假期时光，主动来到

小西天景区开展志愿服务，冒着

寒风，顶着严寒，在交通引导、秩

序维护、购票咨询、扶老助残、应

急救治、失物招领、美食推荐、便

民服务第一线，用真诚、热情的

服务，温暖了每一位远道而来的

“天命人”，助力隰县顺利平安度

过游客高峰。

“能为家乡文旅事业贡献力

量，比任何旅行都有意义。”崔碧

玥是清华大学初心服务团临汾实

践支队的一员，寒假期间，他和团

队成员一道实地欣赏了小西天古

建文化和悬塑艺术。“我为自己是

山西人感到骄傲，希望通过实践

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山西古建，领

略山西深厚的文化底蕴。”

春节期间，团省委面向各地

参加寒假“返家乡”社会实践的

大学生开展春节见闻及学业就

业等情况专题访谈调研，把握学

生关注的热点话题和普遍诉求，

推动学生青年服务更加精准化

落实。发挥团组织密切联系青年

优势，动员广大青年学子深入农

村、社区、企业开展文化文艺、志

愿服务等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

活，为基层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和服务。

温暖行动遍及三晋城乡。阳

泉市 516名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在
109个社区（村），为 1180名青少
年提供托管服务，解决家长“看护

难”问题，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

临汾市翼城县返乡大学生们参与

了“晋”享中国年志愿服务活动，

他们走进社区，为孤寡老人送去

春联、年货和新春祝福；他们走上

街头，协助交警维持交通秩序，确

保市民平安出行。怀仁市 75名返
乡大学生志愿者通过线上平台为

城市随迁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

青少年群体提供课外兴趣拓展课

程和线上学业辅导，丰富他们的

假期生活，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五寨县、和顺县、闻喜县、盐湖区、

平鲁区等基层团组织组织返乡大

学生开展“七彩假期”暖心公益课

堂、文艺演出、公益送书等志愿活

动，为当地托管儿童、特殊儿童送

去新春祝福，彰显新时代青年担

当。山阴县、阳曲县、阳城县、祁

县、河津市、永济市等基层团委纷

纷组织返乡大学生走进社区，开

展洋溢着新春气息与文化韵味的

写春联活动，群众与大学生相互

协作，挥毫泼墨书写出一副副饱

含祝福的春联……

“虽不能陪家人备年货，但

服务家乡更幸福！”来自山西大

学志愿者郭子睿的话朴实动人。

年味渐淡，青春不息。当古

老的社火与现代科技共舞，当游

子的乡愁化作建设的动力，山西

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青年，青年

亦以奋斗的姿态回报热土。这场

青春与家乡的“双向奔赴”，注定

将续写更多属于新时代的山西

故事。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冤

归巢燕舞袁为家乡注入青春力量

3月 1日，“微笑北京”3·5
学雷锋志愿服务主题宣传活动

在京举办。活动以“学雷锋 做

志愿 服务改革建新功”为主

题，现场发布了“微笑北京”志

愿服务品牌计划、志愿服务时

间轴计划。

“微笑北京”志愿服务品牌

计划将从着力设计品牌形象、

制定标识使用规范、拓展应用

服务场景等角度，加大对“微笑

北京”志愿服务品牌的宣传推

广。依托志愿服务时间轴计划，

征集展示全市各部门、各区志

愿服务活动，推动形成月月有

主题、全年有活动、各方共参与

的良好氛围。

京津冀三地党委社会工作

部门通过签订协同发展合作协

议，充分发挥各自工作优势，推

动实现培训资源共享、行业互动

交流、政策标准互通，更好服务

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活动现场，

还对即将发布的《北京市志愿服

务发展报告》进行预告简介。

活动中，四名优秀志愿者

代表从不同角度分享了自己的

志愿经历，讲述发生在自己身

边的志愿服务故事：美团骑手

刘壮讲述了作为新就业群体参

与志愿服务的感人故事；夕阳

再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

书记谢乐乐分享了自己参与社

区助老志愿服务的切身感受；

石景山区金顶街街道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高级社工师孙浩分享

了“专业社工+志愿服务”融合
发展的实践经验；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留学生、来自哈萨克

斯坦的若扎古丽·加合提别克，

分享了自己参加重大赛会志愿

服务的亲身经历。

截至 2024 年年底，在“志
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志

愿者达 475.1万人，注册志愿团
体 7.5万个，累计发布项目超过
85.5万个。建立了由北京市委
社会工作部和团市委牵头，北

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

市委教育工委等成员单位组成

的志愿服务统筹协调机制，凝

聚形成部门联动合力。

下一步，北京市委社会工作

部将以推动落实《北京市关于健

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若干

措施》为抓手，吸引动员更多群

众参与志愿服务，推动实现志愿

服务人人可为、处处可见、时时

可享，持续提升工作质效。

渊据中国新闻网冤

北京志愿者人数超 470万

左权返乡大学生在野社区伙伴领航站冶参加科学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