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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role and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n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core of the “three rural issues” work in the new era, and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universities, as a capable assistant of the Party, is crucial to serving this strateg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irection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s service to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especially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ir understanding, values, and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neffective propaganda methods and single activity form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members’ understanding, innovate activities,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strive for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funding support to better promote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ject youthful vitality in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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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共青团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研究
龙蕴琳   刘磊

广州软件学院，中国·广东 广州 510990

摘 要

本研究关注民办高校共青团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角色与实践。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核心，高校共青团作
为党的得力助手，对服务此战略至关重要。论文探讨了共青团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特别是文化振兴的方向。调研显示，共
青团成员对乡村文化振兴的认知、价值观及参与行为正相关。研究发现，尽管民办高校共青团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但仍存在宣传手段欠效、活动形式单一等问题。未来需深化成员认知，创新活动，加强宣传，并争取政府的政策
与资金支持，以更好地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入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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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战略部署。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在服务此

战略中扮演关键角色，需引领青年积极参与乡村振兴。乡

村文化振兴是战略的灵魂，高校共青团应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营造积极文化氛围、构建振兴机制、创新活动模式。本

研究从理论与实践角度探讨民办高校共青团在乡村文化振

兴中的路径，揭示其在文化传承创新、提升文化活力、培养

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实践价值，丰富了青年组织参与社会发

展的理论框架，希望能为高校共青团服务乡村振兴提供帮助

和启示。

2 高校共青团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价值意蕴
与实践路径探析

国内研究现状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动乡村

振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而乡村文化振兴则是其核

心所在 [1]。面对乡村文化衰微的挑战，高校共青团作为党的

助手，通过组织文化活动、利用新媒体平台等方式，深入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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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并弘扬乡村优秀文化传统，丰富乡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并创新性地打造具有时代与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与品牌 [2]。

学者普遍认为，高校共青团在乡村振兴中展现出显著价值，

通过志愿服务、文化活动及交流平台构建等策略，有效促进

了乡村文化的传承与振兴 [3,4]。研究者基于实地调研，探讨

了不同高校共青团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实践模式，并强调了

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的重要性 [5]。

国外研究现状方面，尽管缺少类似中国共青团的组织，

但西方国家的青年组织在推动农村发展上各具特色。如美

国、英国、日本、法国及俄罗斯的青年组织在服务青年、推

动社会创新等方面展现出优势。印度尼赫鲁青年中心联盟则

专注于农村非在校青年成长，巴西青年组织则广泛涉足社会

管理，积极投身“贫民窟”改造。此外，英国青年组织致力

于传播青年声音，拉丁美洲则存在众多以提升青少年综合素

质为核心的青年志愿服务计划。

因而，乡村文化振兴被视为国内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

高校共青团在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国外相关研究

较少，但国外青年组织的经验仍具借鉴意义。未来，应结合

中国实际，深入研究民办高校共青团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路

径，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事

业的发展。

3 高校共青团服务乡村振兴：样本特征与路
径成效分析 

3.1 样本概况
本研究主要对曾参与乡村振兴活动的广州软件学院学

生群体实施了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样本 60 份。样本结构

显示，学生占比高达 96.67%；年龄层集中于 19~25 岁；政

治面貌方面，共青团员占比 73.3%，凸显青年学生的积极参

与性；学科背景以工科为主。此外，受访者主要学习或工作

于城镇区域。具体样本特征见表 1。

3.2 路径成效分析

3.2.1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是研究事物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及相关性强

弱的一种统计方法，主要目的是研究变量间关系的密切程

度。根据表 2 的统计分析结果，认知、价值意蕴及参与行为

三者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个体对高校共青团

和乡村文化振兴的认知程度越深，越能认识到其价值意蕴，

进而更积极地参与其中。

表 2 Pearson 相关性

认知与态度 价值意蕴 参与情况

认知 0.804*** 0.677***

价值意蕴 0.804*** 0.587***

参与行为 0.677*** 0.587***

注：***、**、*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3.2.2 雷达图分析
研究表明，多数受访者通过问卷雷达图分析显示，深

知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并认同高校共青团的角色。作为

成员，他们主要参与乡村文化活动，如文艺演出和展览，认

为共青团服务对推动乡村文化发展、提升个人社会责任感及

培养实践能力至关重要，有助于增强乡村社区凝聚力。然而，

存在宣传手段不够有效、活动形式单一的问题。因此，受访

者呼吁政策与制度支持，特别是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未来，

期待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共青团对接乡村需求，丰富活动形

式，提升趣味性和村民参与度（图 1）。

3.2.3 关键词云图分析

关键词云图分析则提供了受访者对民办高校共青团参

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具体建议。其中，“创新文化活动”“培

养文化人才”和“加强宣传推广”等关键词频繁出现，表明

受访者希望高校共青团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以更

有效地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事业，这些建议为民办高校共青团

进一步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向。一方

面，创新文化活动形式和内容，能够吸引更多青年学子投身

表 1 样本构成情况分析

题项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身份
学生 58 96.67%

行政管理人员 2 3.33%

年龄段

18 岁以下 3 5.00%

19~25 岁 56 93.30%

26~35 岁 1 1.70%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8 13.30%

共青团员 45 75.00%

群众 7 11.70%

大类专业
工学 58 96.70%

艺术学 2 33.33%

目前学习 / 工作

所在的地区

城市 56 93.30%

乡村 4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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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增强活动的趣味性和参与度；另一方面，培养乡村文

化人才，有助于传承和创新乡村文化，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

活力。此外，加强宣传推广，提高活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也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不可或缺的一环（图 2）。

4 研究总结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研与数据分析，揭示了民办高校共

青团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实际作用与认知现状。调研结果显

示，高校共青团成员普遍认识到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

性，认为这一行动有助于推动乡村文化发展并提升个人社会

责任感，且受访者对共青团角色、乡村文化振兴的认知与参

与情况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认知的深化能够激发更多

的参与行为。然而，调研也发现宣传手段的有效性不足、活

动形式单一化等问题限制了共青团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实

践效能。展望未来，为进一步强化与拓展高校共青团在乡村

文化振兴中的实践路径，应深化成员认知，通过教育培训、

实践体验等方式提升其文化自觉与使命感；创新活动形式与

内容，结合乡村实际与青年特点，开展富有创意的文化活动；

加强宣传推广，利用新媒体平台扩大乡村文化振兴的知晓度

与参与度；同时，政府应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扶持，激发高

校共青团的活力与创造力。通过这些举措，高校共青团将在

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为乡村的全面振兴贡

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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