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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我们党

为了解决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的重大决策部

署，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党的

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

出了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的战略任务。

由团中央发起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自20世纪

80年代初开展以来，得到了全国广大高校的响应，各高

校纷纷鼓励、组织大学生积极参与，目前已经成为大学

生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必要途径之一。在新时代乡村振

兴战略背景下，高校大学生通过“三下乡”进入农村，

切身体会并深入了解基层民众的生活和社会发展现状，

向广大农村传播先进的科学观念和文化思想，促进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改善农村社会风气，服务农村基层。

研究的缘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

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绝后的发展，获得了巨大

的物质财富，使得各个领域都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

放的良好局面，在科技革命方面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绩。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农村的基础设备不健

全、交通不便和教育状况落后等客观因素，导致青壮年

劳动力更愿意向结构完善的城市转移，在农村留下大量

的老人和孩童组成留守家庭、空巢家庭，尤其在我国西

部地区空巢村、老人村、儿童村已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劳动力的缺失直接导致农村农业产业链断裂，乡村经济

停滞不前。郡县治则天下安，乡村治则国家定。乡村是

国 家 的 基 础 ， 只 有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 促 进 乡 村 可 持 续 发

展，实现共同富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党中央提出的

乡村振兴新发展目标以及新战略要求，是党和国家面临

的重大挑战。

“三下乡”活动是指科技、文化、卫生下乡，[1]是向

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或农村传授目前新型的科技文化和

医疗卫生健康知识。大学生在参与乡村振兴建设中，一

方面锻炼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自觉将理论与实践相

联系，在实践中提升专业技能；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培养

国家优秀人才，构建全方位人才培养模式。另外，提高

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成效，有助于高校深化

育人，高校以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主旨，

服务乡村振兴与乡村发展。

分析农村发展现状，对其可行路径进行探究，有利

于高校组织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顺利开展，帮

助大学生们以其自身的方式响应国家号召，积极为乡村

振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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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成效，应牢固政治理论，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意

识；做好调研，积极为乡村振兴献计献策；凝聚高校-乡村-政府多方力量，共筑乡村

振兴梦。具体到阿藏村来说，则应通过互联网在线上进行有效宣传，吸引更多的旅客到

这里游玩；以科技、文化、卫生为主，改善乡村过去传统、低效的农业种植模式、居民

附近脏乱差等现状以及由于文化不足而上当受骗等现象；辅导学生作业，普及互联网知

识，普及交通及用电安全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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