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对志愿服务工作寄予厚望，他在考察天津朝阳

里社区时，称赞志愿者是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前行者、引领者，强调志愿者事业要同“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 他在致信祝贺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
员代表大会召开时强调，希望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立足新时代、展现新
作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继续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在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上，冬奥梦与志愿情交融，近 1.9 万名志愿者无私奉献、辛苦付出，
服务范围涵盖对外联络、竞赛运行等十大类别，涉及场馆管理、赛事服务、物流、技术、新闻运
行、语言服务、体育竞赛等 40 多个业务领域，他们用责任担当展现了优秀的志愿者形象。 新时
代必须大力弘扬志愿精神，使志愿服务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15

推动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高 峰
苏超莉

/文

２０22．3.1 星期二 责编：皮磊 美编：王坚

益言堂COLUMN

志愿精神是现代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

志愿精神是志愿者对于自
身与他人以及共同体关系积极
的观念反应，蕴含牺牲某些自身
利益而增进公共利益的价值追
求。 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或
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
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
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
交换的经济关系中， 获得自己
的伦理观念。 ”志愿精神及志愿
服务活动， 是现代生活的重要
内容， 彰显着现代人积极关注
和协调自身与他人和社会之间
的关系， 力求在满足自身基本
生活需求之余追求更高层次精
神生活的价值取向， 对促进和
提升社会精神文明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

志愿精神作为价值原则和
道德规范引领志愿服务，并使之
成为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特殊
方式。“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中，奉献理念突出表
达了志愿者对他人、社会和国家
的道德责任；友爱理念强调志愿
者要具备对他人友善的道德情
感，志愿服务就是一种以友爱为
情感底色的爱心服务，传递出来
的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人间
真情；互助理念倡导“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志愿服务不应是志
愿者的单向付出，更不是单纯强
调个人利益的牺牲，而是倡导志

愿服务双方、志愿者群体之间互
相关心、互相帮助，从而使利他
与利己有机统一；进步理念强调
志愿者把志愿活动与服务国
家、奉献社会有机结合起来，使
个人成长的同时促进社会进
步。 志愿精神还具有强烈的实
践属性， 不断推动志愿者在志
愿服务实践中， 把个体道德追
求融入社会生活公共领域，推
动社会精神面貌发生新变化，提
升社会道德水平。

大力弘扬志愿精神

当代中国志愿精神蕴含着
丰厚历史底蕴、坚实现实基础和
强大道义力量，具有鲜明的中国
特色和时代特征。 大力弘扬志愿
精神，不断推动新时代志愿服务
事业发展，既符合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的发展方向，又适应了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具有重要意义。

弘扬志愿精神，优化基层群
众自治制度。 志愿服务是基层社
会治理中的重要一环，在社会建
设与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便民利
民的志愿服务活动，为人们以志
愿者身份参与城乡社区治理、基
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提供了
广阔平台。 人们在参与志愿服务
活动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强化对
公共生活的了解关注，并通过创
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有效弥补
政府服务和市场服务的不足，因

此，志愿服务活动是优化社会治
理不可或缺的补充力量。 弘扬志
愿精神， 发展志愿服务事业，充
分激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责任
意识，调动人们自我管理、协同
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
有利于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现群众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弘扬志愿精神，在全社会传
递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
鼓励人们向上向善。 多年来，广
大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主动
承担社会责任， 在脱贫攻坚、济
弱助残、紧急救援、生态保护、大
型活动等领域做了很多实事好
事， 以实际行动践行志愿精神。
志愿精神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
方方面面，促进了全社会思想道
德水平提升。 目前，我国注册志
愿者已超过 2 亿人，全国平均每
7 人里就有 1 名是志愿者， 已有
1.4 万家志愿服务组织在全国志
愿服务信息系统上进行了身份
标识，注册志愿服务团队数量达
98 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中明确提出：“健全志愿服
务体系，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关爱
行动。 ”

弘扬志愿精神，助推中国精
神走向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考察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
筹办备赛工作时， 同运行管理、

服务保障人员和志愿者们亲切
交流，希望志愿者们“振奋精神、
鼓足干劲，团结协作、共同努力，
确保冬奥期间各项服务保障工
作顺利，让各国参赛人员充分感
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和文
明礼貌，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志愿服务
日益成为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
重要途径。 讲好中国故事，是中
国特色志愿服务的重要使命和
目标。 弘扬志愿精神，有利于向
全世界展现中国志愿者的良好
精神风貌，为人类精神文明贡献
优秀成果，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拓宽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路径

加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 高
素质志愿服务队伍是推动志愿
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撑。 要深入推进志愿服务阵地建
设， 培育规范化的志愿服务组
织、专业化的志愿服务队伍和特
色品牌化的志愿服务项目，为壮
大志愿者队伍、培育和弘扬志愿
精神提供载体和依托。 在志愿服
务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志愿者作
用，锻炼志愿者队伍。 比如，通过
参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北京冬奥会等大型活
动，相关志愿者的综合素质和专
业化服务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要关注志愿者的成长和发展，完

善志愿者组织体系，健全志愿者
培训制度， 强化志愿者权益保
障，吸纳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志愿
服务，持续激发广大志愿者的参
与热情和动力。

营造志愿服务的良好舆论
环境。 志愿精神是推动志愿服务
活动长效化的内在动力。 在我国
脱贫攻坚、 疫情防控等实践中，
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志愿者典
型代表，他们用真诚服务书写了
一系列感人肺腑的故事。 实践中
要积极宣传这些优秀志愿者和
志愿服务组织典型，大力弘扬志
愿精神，激发正能量、弘扬真善
美， 将志愿精神传导到全社会，
引导人们广泛参与志愿服务，推
动形成关心、支持和参与志愿服
务的良好氛围。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
建立健全科学化的志愿服务体
制机制是弘扬志愿精神、推动志
愿服务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志愿服务队
伍不断壮大，志愿服务制度化水
平不断提升，《关于推进志愿服
务制度化的意见》《关于支持和
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和
《志愿服务条例》等的出台，为志
愿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制度
化和常态化发展提供了有力保
障。 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志愿服
务法规体系和制度体系，出台志
愿服务行业标准，为弘扬志愿精
神和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提
供更好制度保障。

（据《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