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彦霏 摄影
报道）7月23日，2024年四川省大学生
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
成都大学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普布
顿珠为2024年四川西部计划志愿者授
总旗。

出征仪式上，全体志愿者集体庄严
宣誓，发出了“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
当”的时代强音。在岗西部计划志愿者
代表分享了志愿服务经历。历届优秀西
部计划志愿者与新招募志愿者代表接力
朗诵了《青春筑梦 西部有我》，号召全体
西部计划志愿者传承弘扬志愿精神，扎
根基层、矢志奉献，用火热的青春书写属
于新时代的华章。

此前，2024年全省西部计划志愿者
培训派遣工作分片区在成都、攀枝花、
泸州、广安、甘孜5个市州开展。新招
募的30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在接受
集中培训后，将分赴全省21个市（州）

181个县（市、区）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
至 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为深入实施

“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
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贡
献青春力量。

据了解，今年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
部计划项目在川实施的第21年。21年

来，四川省通过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
织选拔、集中培训派遣、统一管理的方
式，累计组织选派了近4万名志愿者在
基层一线从事教育、医疗、乡村振兴以
及青年工作等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践
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
为四川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青春、智慧

和力量。

全国4.3万余名志愿者陆续出征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记者23日从
共青团中央获悉，从7月中旬开始，全国各
地新招募的4.3万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陆
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吉林、贵州等27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
一线，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健康
乡村、乡村社会治理等开展志愿服务。

据了解，2024年度在岗西部计划志
愿者达8.3万人，90%以上服务岗位覆盖
乡镇及以下单位。西部计划自2003年
实施以来，已累计招募超过54万名高校
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到2000多个县
（市、区、旗）开展志愿服务，为西部地区、
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建设发展带去新理
念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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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市青羊区东珠市街，矗立着
一栋极简风格的白色建筑，在周围一众
老旧民居中格外醒目，它是乡村笔记位
于成都的山海青年空间。楼下的咖啡
店，销售着乡村笔记在云南澜沧改新村
基地生产的咖啡，楼上则是他们“城市里
的乡村振兴空间”。

“这是乡村笔记首个落地成都的共创
空间，也是我们持续探索祖国西南地区乡
村的大本营。”近日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乡村笔记合伙人史一
帆如是介绍，其间不时有前来咨询参观
者。作为乡村笔记合伙人，史一帆最近正
忙着为山海青年空间做开业筹备。

对乡村笔记的伙伴而言，他们的探
索也从“人来人往”发展到“理想村庄”，
从“路过乡村的教育和公益活动”，发展
到扎根乡村、服务乡村和建设乡村。去
年，他们在云南澜沧县开启首个整村运
营项目；今年，他们进一步探索乡村振兴
更多的可能。

从看见到投身：
年轻力量扎根川渝乡土

2017年9月，3个对乡村感兴趣的
90后年轻人，各自向家里借了十万元用
来创业，在上海成立乡村笔记。

本着“让城乡彼此看见”“照亮乡村
美”的愿景，他们立足乡村发展、乡土研
学和公益教育，连接城乡——无论是结
合自主招生、出国留学、红色之旅、社会
实践做研学、游学，还是帮助乡村孩子做
职业发展和生涯规划等，无一不是朝着
这一目标在努力。

史一帆是2018年底在微博上了解
到乡村笔记的，彼时的他已经在国企有
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当时觉得这个事情
还挺有意思，我对乡村和教育这两者都
很感兴趣，经过一番思考，就决定请假先
跟他们去村里看看。”史一帆说，“当时还
是试运营期间，来自五湖四海的20多个

年轻人，走的第一条路线就是川西，小
金、丹巴、红原、茂县……”

自那次考察之后，史一帆对乡村笔
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觉得这个团队
虽然年轻，但还是很靠谱，做的事情也都
符合我的兴趣。”向家里说明情况后，他
便毫不犹豫投了简历。

加入不久，在川渝大地与乡村笔记
结缘的史一帆很快便再回西南——
2018年下旬，乡村笔记于成都成立分公
司，史一帆任总经理，主要负责川西乡土
研学项目。

“一直以来，我们都很重视四川的乡

村，因为我们国家东西部乡村发展差异
较大，乡村笔记虽在上海成立，但需要探
索认识广大西部乡村，这些地方往往有
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令城里
的孩子印象深刻。 ”史一帆说。

走进四川乡村：
年轻人哭着来、哭着走

想带更多年轻人走进四川乡村——
这个目标看似简单，却让史一帆和团队
经历了不少波折。

最初选择研学地点时，史一帆和伙
伴们直接进到村子，经过数轮沟通以及
当地村委会的协调，结果却与他们想的
大相径庭——可以说是处处碰壁、村村
拒绝。“理由大家可能都想不到”，史一帆
笑着说，老乡们并不是因为排斥外人，也
绝非怕麻烦，而是觉得自己不能最好地
实现对城里孩子的接待。

史一帆向记者介绍了乡村笔记在川
西研学的内容，其主要意义就是给城乡
搭起一座桥梁。此外，研学的大部分收
益会给到当地村庄。“我们会鼓励学生从
民族文化、旅游发展、自然科考等角度进
行调研，也会让学生根据情况以当地人
为主角拍摄短片。”史一帆说。

在他的乡村笔记职业生涯中，一开
始，城里的孩子去到乡村，确实会出现一
些小小的“状况”，比如有的学生是被爹
妈“骗”来的，有的听说有篝火晚会后还

专程带了小礼服——然而，去到村子里
看见实貌后，他们瞠目结舌、不能接受。

“有些（孩子）真是哭着来的，但是当他们
在老乡家里吃住一段时间，受到亲人般
的照顾后，自然会和村民产生感情，所以
也是哭着走的。”史一帆笑着说。

让史一帆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他
所在研学团队的学生拍摄过一部名为
《守家》的短片，片子讲了一个家庭的爷
爷在村里守着老家，儿子是军人长期驻
守在外，孙子则在城里组建家庭守护着
新家。“刚开始拍摄短片时，老人还有点
不好意思上镜，没多久禁不住孩子们嘴
甜一直喊爷爷，就开始拍了。”史一帆说，
其实村里人和城里孩子之间，影响是双
向的、也是长期的，“我们并非走马观
花。有的学生走后还会再回到村子里，
用自己的专长去给村民解决各种问题，
还有的村民则主动装修自己的房子，目
的是吸引更多小朋友去他那里住。”一来
二去，孩子们真正读懂了乡村，村民也更
自信了，“这就成了很好的延续。”

影响更多乡村：
生活才会更幸福、更自由

成立7年，乡村笔记已从最初3个人
的“以教育连接城乡”，发展为如今百余
人“助力乡村振兴的青年行动平台”。

截至去年6月，乡村笔记已成功带
领40000多名青少年、10000余名亲子
学员实现研学活动，于全国16个省份建
立300多家不同性质的研学营地，带领
无数城市孩子“看见真实乡村”。

缘起于“走进乡村”，却从未止步于
走进乡村。如今，史一帆以及所有乡村
笔记的小伙伴们正努力探索着更多影响
乡村、影响青年的可能性。乡村笔记创
始人汪星宇在本月发表了一篇署名文
章，题为《7年了，我和伙伴们为什么坚
持投身乡村振兴》，当中有一句话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到乡
村发展不是为了挣钱或者出名，而是因
为在乡村生活更幸福、更自由，那么乡村
振兴才真正有了内生动力……”

也许，在生活这条双向奔赴的道路
上，不仅是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年轻人
也需要乡村振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受访者供图

史一帆带领同学们在乡村进行公益建筑装置搭建。

老乡向同学们讲解植物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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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笔记合伙人史一帆：

跨越山海，想让城乡彼此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