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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关于深化龙江特色志愿服务的对策建议

【摘要】  黑龙江新型智库高端人才库入库专家、黑龙江省林业

科学院张立志研究员等提出，我省志愿服务工作起步较早、基础较

好，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在助力疫情防控、参与基层治

理、提升文明程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放大优势，打造具

有龙江特色的志愿服务品牌，在全国志愿服务领域贡献龙江力量、

彰显龙江特色，是“十四五”时期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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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出政治引领，保证龙江特色志愿服务的正确方向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找准目标
方位，明确职责任务，力争在推进志愿服务工作、助推党的建设上
打造亮点、走在前列。一是强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学习宣传，进一步擦亮理论志愿服务品牌。线下组织志愿者深
入基层一线，组织开展“百姓名嘴”“理论飞燕”进万家等载体活
动，让身边人说身边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线上推动理论志愿服务上广播、上电台、上电视，运用自媒体渠道
扩大宣传力度，提高理论宣传覆盖面。二是结合庆祝建党 100 周年
和党史学习教育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一方面结合“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设置“红心向党砥砺前行”“志愿龙江为党献礼”
等作为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的主题，力争做到主题一致、内容各异、
亮点纷呈。同时，突出爱国主义教育，打造学习践行龙江“四大精神”
的特色志愿服务品牌，通过拍摄纪录片、召开表彰大会、编发优秀
志愿者风采录等形式，广泛宣传在践行龙江“四大精神”方面的典
型，努力让龙江“四大精神”走向全国。三是建议强化党建引领，
加大志愿服务组织领域党组织覆盖。符合条件的志愿服务组织，要
成立党组织，更好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在已经成立党组织的志愿
服务组织，要注重发挥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广泛开展党员志愿服务，
充分发挥党员骨干带动作用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二、突出规划引领，进一步明确龙江特色志愿服务的发展定位

和工作布局

围绕中央和全省“十四五”规划总体目标，突出前瞻性、科学
性，精准定位、科学布局，走差异化、品牌化发展道路。一是健全
完善志愿服务“一体两翼”工作格局。从强化内部管理和改进运行
模式角度，完善省志愿服务联合会内部机构设置，推进成立地域类
的代表处、办事处，解决基层行业脱钩和领导干部审批难的实际问
题。完善基金会管理体系，向下延伸层级，推动各地市组建基金会，
便于项目承接，建立一地一品牌、一行业一特色的专项基金。进一
步明确省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职能定位，注重业务培训和指导，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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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顺畅的运转机制。二是完善志愿服务协调小组体制机制。制
定省志愿服务协调小组工作规则，及时推进成员单位落实协调小组
确定的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建立省、市（地）、县（市、区）三级
志愿服务协调小组联动机制，研究解决志愿服务领域重大问题。搭
建志愿者服务协同管理网络，鼓励两个以上的志愿服务品牌通过互
相联合，整合现有各品牌要素优势，发挥集聚效应，实现“1+1>2”
的服务效果。三是统筹推动志愿服务供给侧与需求端有效对接。在
供给侧，摸清区域内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基本情况，包括专业结
构、年龄结构、擅长领域等；在需求端，建立完善需求采集机制，
依托社区居委会、楼栋自治会、社区义工站点等基层组织，定期了解、
采集居民群众的志愿服务需求，有的放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推动
“点单、亮单、派单、接单”供需对接。四是加强志愿服务理论研究。
依托省内高校或省委党校，成立志愿服务理论研究专门机构，配备
师资力量，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志愿服务课程。每年设立志愿服
务理论研究课题，组织各科研机构加大探索研究力度，编发志愿服
务理论研究成果专刊，争取走在志愿服务理论前沿。

三、突出项目化品牌化，提升龙江特色志愿服务助推发展大局

的能力水平

借鉴经济工作做法，采取项目化方式推进志愿服务工作，提升
志愿服务质量。一是以志愿服务促乡村振兴。广泛开展“乡村志愿行”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发挥志愿服务组织在“凝聚民心、服务群
众、传播文明、助力振兴”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围绕统筹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组织各行业各领域的志愿者结对帮扶，在帮
助就业、就医、代卖农产品等方面提供帮助。二是以志愿服务促文
明创建。把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助力文明城市创建作为重要
任务，发挥志愿者主体力量，围绕学习科学理论、宣讲党的政策、
培育主流价值、活跃文化生活、深入移风易俗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三是以志愿服务促基层治理。建议出台志愿服务工作助力基层社会
治理方面相关政策文件，推动志愿服务规范化管理、社会化运作、
项目化配置、品牌化培育、信息化支撑、常态化服务，助推省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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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现代化。探索按照居住地组建志愿服务团队模式，开展社区志愿
服务，让“群众”治理“群众”。四是以志愿服务促营商环境。常
态化开展机关干部“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帮助企业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宣传党的政策，拉近党群干群关系。
在全省各类窗口单位加大志愿者服务力度，配置志愿者和各类志愿
服务设施设备，展现龙江良好服务形象。在招商引资、外事活动以
及重大商务活动中，发动调动一些专业志愿者参加，提高服务质量。

四、突出全社会动员，提升龙江特色志愿服务的投入保障水平

坚持共建共融，激发和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志愿服务，最大
限度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群众等各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推动龙江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一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议有效
整合志愿服务品牌中的同类项目，优化服务结构，扩大具有优势实
力的志愿组织规模。发挥政府投入的保障和引导作用，将志愿服务
工作经费纳入市县财政预算，为志愿服务提供资金保障。有关部门
要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志愿服务组织立足自身优势，强化
品牌优势，承接相关服务项目。加强志愿服务品牌载体平台建设，
建设省志愿服务枢纽中心，推进志愿服务机构进驻，打造线上线下
互联互通的志愿服务模式。推动公共文化设施、红色场馆、车站、
窗口、医院、商场等建立志愿服务驿站，搭建好志愿服务品牌载体
平台。二是发挥志愿服务联合会的引领、联合、培育、协调作用。
积极培育和孵化各类志愿服务组织，为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参与
志愿服务创造条件和强化保障。三是发挥基金会的整合放大作用。
广泛开展“一张纸献爱心”活动项目，定期发布志愿服务项目，形
成多渠道、社会化的筹资机制。四是发挥志愿服务组织的主体作用。
加强志愿服务组织内部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推
进志愿服务组织转型，加强外部合作，优化公共关系，进行品牌宣
传与营销，减少对政府依赖，实现服务项目可持续发展。鼓励有条
件的志愿服务组织承接政府项目，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五是发挥社
会各界的补充和集聚作用。鼓励国家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
其他社会组织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立志愿服务队伍，引导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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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省委常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同志， 

省委副秘书长，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各市（地）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送： 中宣部办公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省新型智库建设指导协

调委员会成员单位、省直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省有关厅局及高校、各

市（地）委宣传部主要负责同志，省重点培育智库负责同志，省委办公

厅信息处、省政府办公厅信息处，省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员、各处室

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社科工作办编 共印 500 份

和公共服务机构开门接纳志愿者，形成志愿服务工作合力，扩大志
愿服务社会覆盖。

（作者系智库项目《关于龙江特色志愿服务的探索与思考》
（20ZK019）课题组：张立志、冯旻、张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