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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治理的加强和创新，中国大学生涉农志愿服

务组织已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而，大学生涉农志愿者

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弊端，也带来了一定的攀登

负担。笔者对协同治理视角下大学生涉农志愿服务社团困

境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以下观点，仅供参考。

间的矛盾

第一，各部门相对独立，结构复杂。虽然大学生志愿

服务协会的正式结构一直在扩大，但其中许多协会开始时

只有两三个部门和两个小型组织，有几名管理人员，在过

去几十年中已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组织。一些事态发展反

映了灵活和详细分工的必要性，但是有的发展确使部门的

整体效率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导致交流成本提升。第二，

协调机制不科学，合作意识差。通过调查发现，涉农志愿

服务协会的执行者、决策者和进程监督者通常不是一个团

队，而且没有人能够协调正在进行的争端。第三，规章制

度太理想化，不能在实践中应用。文献研究表明，许多从

事农业志愿服务的协会都有冗长的规定，如济南某协会制

作了约 30页的系统相册。章程的制定工作严重滞后，一方

面使其他组织的规则和条例难以复制，另一方面又跟不上

时代的步伐，导致约束力不断下降。

图矛盾

第一，许多志愿者都是一时兴起参加涉农志愿服务组

织。访谈表明，大学生更喜欢从事富有挑战性和新颖的活动。

根据调查问卷，志愿人员参与协会活动更多涉及个人发展，

53%的成员参加的目的是发展其能力和丰富其个人经验，

23%的人参加农村建设，2%的志愿人员参加教学、会见更

多人和做他们想做的事。第二，志愿者较少思考志愿支农

的意义，只是觉得这个活动很新鲜。许多大学生自己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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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弄明白为什么要去助农支教，所以只是大声疾呼要到农村

去。一项对社区领袖的调查显示，27%的人对参加志愿服

务没有什么可说的，7%认为这是浪费时间。

织的保障力度不足之间的矛盾

第一，农村学校的保障能力很差。济南某助农志愿服

务协会会长在接受采访时曾有过表示，其所联系的对接学校

只允许教学团队教授有限的几门学科，如音体美。深入访谈

发现，当地假期有一些校外辅导机构，这些机构支付学费，

为学校带来利润，因此不太热衷于让团队辅导其他科目。第

二，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多层次的限制。大多数学院和大学出

于安全考虑而禁止每个人教学。聊城某大学生俱乐部组织反

映，助农必须得到学校和教师的同意；天津某社区反映，自

2010年以来，学校没有支持实施与农业相关的做法，转而

开展图片展览、知识问答和其他校内活动。第三，地方政府

不主动。通过调查发现，涉农志愿服务协会的许多领导人没

有评价地方政府办公室之间的互动。如果地方政府站出来，

可以为涉农志愿服务协会的活动提供极大的便利，如投影

仪、教室、桌椅等。

对接不协调之间的矛盾

区域内的交流很少。横向来说，各社区之间的交流范

围很小，这也导致社区之间信息流通也很差。40％以上的

社区干部在同一个村庄里多次得到支助和教育。在纵向上，

只有 47.73%的协会与邻近的农村住区委员会保持联系，不

到 10%的涉农志愿服务协会利用现有资源通过学校、基金

会和类似组织参与新项目。深入调查发现，大家开拓新渠道

的思路较为狭窄。第二，与老会员的联系不够频繁。老会员

有丰富的资金来源和深厚的感情，但协会和老成员的联系很

少。从大量的调查当中可以知道，老会员非常关心社会的状

况，但其能力发挥却变得非常困难。

矛盾

第一，负责人的选择过于主观。以不科学的方式更换

部门主管，导致最忙碌、最“踏实”的人落在后面，尽管社

区有信息表审查、主旨发言、高级检查等许多其他环节，但

依靠长期积累的情感来确定人员留任的实际情况在短期内

很难扭转。第二，员工培训不能满足需求。许多社区培训没

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或是因为其组织的培训员没有效率，或

因为培训时间太少，太迟。无论是素质培训还是技能培训，

许多社区都没有针对性，导致效果不好，不符合期望，兴趣

下降，表现差，形成恶性循环。

第一，协调基层政府与涉农志愿服务协会的关系。地

方政府和群众组织进行对接和保障，将志愿农业支持工作纳

入扶贫和西部大开发等战略规划轨道，各级政府细化相关支

持措施，划定扶助路径和扶助原则，鼓励基层政府深化扶贫

合作。第二，协调支教学校与志愿组织之间的关系。涉农志

愿服务协会与有强烈需求的学校保持密切联系，确定课后辅

导班，积极辅导移徙儿童的工作，培养儿童学习兴趣，扩大

学生的第一课，并在趣味班做好工作的基础上，制定准确的

假期支教的指导战略。第三，加强区域合作和交流。通过利

用基层政府和地区间涉农志愿服务组织建立交流会议，共同

推动农业发展。开放微博和微博账号，积极利用新媒体进行

网上互动和农业相关信息的流动，集思广益。

第一，为志愿者创建一个独特的名片。关心农业的志

愿服务协会以其自身的目标和优势资源进行重新定位，并深

入思考农村地区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的干预和救助

以及农业技术的帮助等优势产品，以便通过实际的微创新来

创造美丽的名片。第二，建立完善的涉农志愿者服务体系。

①集中实施法律法规，征求内外意见，理顺关系，明确协会

管理、协调机制、职权划分和修复程序。②表扬涉农志愿者

的贡献，制定具体激励措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③明确

涉农志愿服务协会的登记程序和条件，明确责任，落实对核

心涉农志愿者进行集中有效管理。第三，增强从事农业志愿

者的服务意识。从基本的礼仪规范开始，让志愿者以一种较

低的姿态参与、思考、解决三农问题。通过对农村的模拟和

专项素质培养活动，引导志愿者明确自己是谁、要去哪里、

如何去等关键问题，提高青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第四，优

化培训。邀请专业教师进行法律知识、农业技术、教学技能

等方面的培训，建立社区学习中心，为大二和大一预备班学

生开展理论咨询，并就相关政策、涉农法律法规开展重点培

训。

综上所述，大学生涉农志愿者服务在我国得到了发展。

有许多优点，但是当前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涉农志愿活

动当中的较多问题也显现了出来。为了更好地推进大学生涉

农志愿活动的开展，要求相关的政务人员以及相关院校必须

要重视建立完善的涉农志愿服务制度，推动中国涉农志愿服

务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王法硕.我国应急志愿服务协同治理的实践与对策[J].学习与实

践,2014(11):9.

鹿斌,周定财.国内协同治理问题研究述评与展望[J].行政论

坛,2014,21(1):6.

刘伟忠,张宇.我国协同治理理论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向

刘伟忠.我国协同治理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向[J].城市问题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