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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素养，提升高校志愿服务队伍能力。通过培训提升

志 愿 服 务 人 员 熟 练 运 用 大 数 据 技 能 ， 如 信 息 检 索 、 筛

选、抓取，并以数据可视化方式呈现社区治理现状和问

题，探究社区数据关联和发展趋势，通过校地合作等多

种方式吸引跨领域人才，增强队伍专业性。

（二）加快形成稳定规范的赋能机制

提升高校志愿服务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要求不断

完善相关的制度体系，这不仅包括强化党组织在社区治

理中的政治引领作用，还涉及完善社会组织结构体系。

从组织架构、工作流程、平台支撑、数据采集规范、数

据安全与管理等方面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的高校志愿服务

的制度体系。其次，在加大数字化建设的同时，还需构

建一套“多角度、全过程、立体式”的数据安全保护机

制，保障社区组织、大学生和社区居民的信息安全。最

后，社区组织也应充分利用高校志愿服务智慧云平台，

形成对接机制，通过技术创新，如技术支撑、数据追踪和

平台反馈，更好地实现与高校志愿服务平台的线上与线下

对接，提升高校志愿服务的精准性和可及性。

（三）全面营造互助和谐的合作氛围

首先，数字技术嵌入加深了高校志愿服务组织与社

区之间的合作与联系，为二者相互赋能创造了契机。因

而，高校志愿服务赋能社区治理时要加强情感联系，发

挥数字技术的再中心化作用，让数字平台成为凝聚共识

的重要载体。一方面，要通过云平台织密社区居民的情

感网络，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沟通渠道，增加社

区居民的熟知度，更好地为居民提供针对性服务。另一

方面，高校志愿服务也要通过数字技术手段促进公共精

神的培育，增进服务群体的认同感，进而提升居民的数

字参与度，使他们在社区治理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主动而非被动地与高校志愿组织形成良性互动。其次，

高校志愿组织和驻地社区之间将会形成依托数字平台和

线下服务的互助和谐的良好合作关系，不仅会推动社区

治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也能提升高校志愿服务组织的

服务和辐射带动能力，形成社会治理效能和高校志愿服

务可及性一体优化。

结语与讨论

高校志愿服务一方面联通着高校志愿者，推动高校

教育走向社会，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锻炼学生志愿

者的实践能力，为其就业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联通着

社会，高校志愿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能够很好地补

充政府和社区力量的不足，提升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和公

共服务的可及性。

深处数字时代，既给高校志愿服务赋能社区治理带

来了诸多机遇，但也带来了包括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和安

全意识缺失、制度建设与合作程序不规范、数字鸿沟加

深和公共精神匮乏等现实困境，亟待从技术、组织和环

境层面构建应对策略，提升高校志愿服务赋能社区治理

的数字化水平。未来，还可以结合更多现实案例对高校

志愿服务赋能社区治理的阻滞因素及其机理进行深度挖

掘，并可以通过问卷和量表的方式，对志愿者个体和社

区居民进行数据收集，分析并挖掘除制度、环境因素以

外，个体心理和人格特征等内部因素对高校志愿服务赋

能社区治理的机理进行分析，更加科学系统地推动高校

志愿服务更好地服务社会，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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