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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记者   陈晨

1958 年秋，清华建筑系和土木系师生前往河

北省徐水县大寺各庄，就宿于村民家中，这支超过

100 人的团队在当地开展调研、现场设计，意在建

造“新村”，“为今后改变农村生活居住条件初步

探索一些经验”。

清华师生团队奔走于乡里乡间，调研旧村址、

考虑新材料，根据省委、县委提出的具体要求，他

们很快交出了新村规划和住宅及公建等初步设计方

案。

这份“答卷”在居住体验、文化娱乐生活、建

筑风格等方面都有细致的考量，特别着眼于农村居

住卫生条件的提高，不仅设计配备了自来水和上下

水管道，还在建筑中布置了卫生间和暖气设备，这

些今时今日的“标配”在当年可以说是相当先进的。

这次教学实践既是遵照党中央“教育与劳动相

结合”的指导方针，也与同年蒋南翔校长在全校毕

业生大会上“真刀真枪地做毕业设计”的寄语相合。

从此，乡村实践、学术研究与技能锻炼的概念逐步

烙刻在了清华人的心里。

多年后的 2017 年 10 月，由建筑学院发起，清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
助益乡村、培益人才、增益机制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在此背景下，清

华大学首创“乡村振兴工作站”模式，发挥高校智库优势和人才资源，

在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人居环境和组织建设五个方面助

力乡村发展。此后几年间，工作站师生及校友从多个角度贡献专业力

量，开展调查研究、促进产学研融合与转化，完成了 4 万平方米闲置

房屋改造，引入 3.5 亿元建设投资，辐射超过 30 万村民。工作站不

仅构建了服务乡村、带动村民的广阔平台，还为人才培养提供了练兵

实战的“演武场”，至今共产出了超过 300 万字调研报告，清华学

子切切实实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2021 年 12 月，在国家乡

村振兴局指导下，清华大学牵头组建了乡村建设高校联盟。目前，清

华大学已在全国 21 个省区市建立 32 个工作站，组织来自 200 余所院

校 600 余个支队共计 9000 余人次前往开展持续服务，取得显著服务

实效与示范效应。
学生在江苏高淳站开展志愿支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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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学首创了“乡村振兴工作站”（以下简称“工

作站”）模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副书记、工

作站负责人张弘说：“我们一直在反思，想寻找一

种更具专业性、可持续性的实践模式，改变‘打一

枪换个地方’的做法。”

长足扎根：乡村建设的“前哨阵地”

翻开书页，一朵神圣的莲花缓缓展开，这是西

藏墨脱支队设计的莲花立体书，让人联想到墨脱四

周环山、沟壑纵横的地势正如一朵盛开的莲花，也

暗合了是墨脱古称“白玛岗”的寓意——“隐秘的

莲花”。

这样精美又饱含文化内涵的设计在各个工作站

点的成果汇报中比比皆是，无论是推介当地风物、

还是深挖本土文化，实践支队的成员们都在调研、

设计、宣传等多个方面下足了功夫。

一个假期就能产出 1700 多件文创设计，300 多

份调研报告。每年都有许多设计被采用、落地投产，

为当地特色产品在包装、销售、宣介等环节助力。

这些惊人的数字背后是清华人实事求是、脚踏

实地的处事风格，也彰显清华人扎根乡村、长期建

设的决心。

“我们最初谋划工作站模式，正好赶上十九大

召开，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面对乡村的空心

化、老龄化，以及大量建筑闲置废弃的状况，我们认

识到需要改变传统的社会实践模式，应该去做更有

持续性、更加深入的乡村实践工作。”张弘说，乡

村振兴工作站是一个阵地，让大家心里有了“牵挂”。

高淳站是江苏首个乡村振兴工作站，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 1996 级本科生袁牧是高淳工作站的校友站

长，他认为，“乡村应该是务实的、丰富多元的。”

谈及当地乡情面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江南地区

并非都是徽派建筑、苏式民居等传统复古结构，同

质化的美丽乡村非但不能体现村庄特色，更无法增

进村民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经过详细研究和前期规划后，校友团队联合校

方实践支队，优化整合了高淳区高岗村的现状风貌，

打造了既有高岗江南水乡特色又兼具清华元素的宜

江苏高淳站建设启动仪式

江苏高淳站内景（左）、外景（中）、改造前的样子（右上和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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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过的路太多 / 泥土和柏油”

“踏上这片土地去感受 / 不想再走”

……

清晨，渔船入港，渔民开市，码头上尽是忙碌

又充满活力的身影。咸咸的风，海苔和虾米，餐馆里

杂鱼汤面的鲜甜……都是嵛山岛最具标志性的味道。

这首歌是由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福鼎站站

长周宏宇创作的。谈及创作历程，他说，正是在与

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彼此的关系不断亲

近，这才发现了他们日常生活中“有趣有意思”的点，

成词作曲。

2014 年，周宏宇从台湾来到大陆求学，目前是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在读博士生。2018 年，他跟随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实践支队踏上了嵛山岛，驻扎在

东角村，他在投入乡村建设的同时，也在开展自己

的课题研究，“零碳海岛”就是其中一项。今年是

福鼎建站的第六年，周宏宇在当地累计驻留超过两

年多，已经成为了一名“乡村振兴指导员”。

谈及福鼎站的“共生计划”时，周宏宇说，共

生计划其实借鉴于台湾的“社区营造”理念，他希

望更多村民能够融入进来，激发当地的内在动力。

只有调动起村民们的积极性，才能至下而上地激活

乡村振兴工作。

支队许多成员都是建筑专业出身，他们着眼于

居环境。继乡村振兴工作站之后，耕读学堂、美丽

生活中心、廿廿咖啡、斗拱博物馆等多个节点逐步

建成，形成了兼具美丽乡村与大学气息的高岗·清

华村。

“小乡村 + 大学府”的改造模式，破解了“千

村一面”“产业雷同”“人才流失”等乡村振兴现

实难题。现在，每年都有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来自

全国各地的研学团队接踵而至。

高淳工作站的成立带动了特色村落的建设，

也激发了当地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村民诸春花原本是一名厨师，看到村子的红

火发展，她逐渐萌生了开一家农家乐的想法。清

华学子们帮她设计了房屋改造方案，她的农家乐

也很快顺利开业了。她肯定了自己回乡创业的选

择，并补充说：“还有好多人计划回来，村里好久

没有这么热闹了。”

清华乡村振兴工作站已经成为校方“智囊团”

与地方资源的链接点，不仅推动了学生、校友为乡

村建设助力，更带动村民共同建设家园，成为了学

生施展才华、村民寻求帮助的第一阵地。

长远培养：学生成长的多彩平台

“我看过的山太多 / 看不见尽头”

“我游过的海太多 / 潮起又潮落”

福鼎站周宏宇站长介绍工作站发展情况 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翼（右二）到福鼎站视察工作，
右一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书记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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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老建筑，但同时更要关注乡土文化的保存和保

护。哪些需要修缮、哪些特色要保留，成员们时时

与村民沟通、倾听他们的意见，尊重本土文化是刻

在每个人心里的原则。

可喜的是，福鼎工作站已经完成对废弃的仓库

和东角村小学的重新设计改造，还打造了村口广场、

大礼堂花园等多个公共空间。纸面上的设计落到了

实处，脑海中生发的奇思妙想得以成真，一边锻炼

了专业技能，一边又助力了乡村发展，队员们心里

都洋溢着难言的喜悦和欣慰。

李瑛培说，作为福鼎站的设计组老队员，看到

村里曾经废弃的小学、仓库和公共空间“摇身一变”，

成为了我们和村民们温暖的家，心中充满了喜悦与

自豪。

根据建筑学院统计，学院已经培养了超过 20 位

乡村振兴方向的毕业生。张弘说，许多工作站点是

通过学生毕业设计实现的。“可以说这些学生在还

没有走上职场，在学期间就已经完成了人生第一个

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在当地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每个站点的持续发展离不开老队员的大力支

持，每个假期，在所有队伍招募的队员中，大概有

40% 是老队员。“老队员每年带着队伍去到同一个

地方，他们对地方的熟悉，对其需求的深度了解，

可以很好、很有效地助力在当地开展各种各样的工

作。”张弘说。

美术学院的廖晨辰今年大二，她即将前往四川

德阳，这是她第三次去德阳站了，与以往不同的是，

她此次担任支队长，需要“总领全局”。支队长任

务繁重，她直言“压力山大”，但仍十分期待，希

望自己“能为乡村做些微小的贡献”。在行前，廖

晨辰十分忙碌，她不仅要与地方和校方对接沟通多

项事宜，还需要根据地方需求选拔队员，为来自不

同专业背景的同学安排恰如其分的工作。

每个村子各有特色，需求也不尽相同，这就要

求实践队员的背景多元、覆盖多个专业。

张弘介绍到，从建站至今，参与实践的队员们

涵盖的专业已经超过 200 个，建筑、美术、土木、

水利、新闻传播、历史、汉语言……工作站成为了

队员们的“家”，来自不同专业的同学聚在这里，

针对共同的问题思考解决方案，不仅使视角更加丰

富，也让队员之间不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队员们感受到了切实的收获，愈发愿

意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工作中来。

长效机制：乡村振兴的“清华方案” 

从 2017 年至今，清华大学已在全国设立了 32

福建福鼎站海岛音乐节 学生们在乡村振兴站点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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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在乡村振兴站点工作中

个乡村振兴工作站。不仅如此，

每年有超过 100 个县申请合作

建站，5 到 6 个新项目落地，

同时也有淘汰制度。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

发展势头迅猛，离不开其独特

机制带来的多赢效果。张弘认

为，当地政府、村民、师生团

队三方协同至关重要。“工作

站开始建设实施以来，在这三

个方面都得到了正向的反馈，

我们才有信心进一步去推动站

点建设，扩大规模。”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之所以受到地方政府

和群众的欢迎，是因为工作站的设立为乡村链接了

顶级高校的前沿资源，在多层次、多领域的长期合

作中，校方与地方良性互动，不仅有实实在在的成

果，也有声名远扬的宣传效果，为乡村振兴提供了

一份“清华方案”。

张弘介绍到，在决策层面，各站点都成立了工

作委员会，确保各方意见和利益都能被纳入决策环

节；而在运营层面，工作站推出了“三站长”机制，

由博士生担任的校方站长、驻村第一书记担任的地

方站长和校友站长共同管理经营，不仅将学校资源、

校友企业以及社会力量整合了起来，还保证了地方

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工作站的设立不仅助益地方发展，还为学生融

入乡建乡创提供了平台。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沉

下心来”“俯下身来”，亲近乡村、热爱乡村。张

弘曾在采访中谈到：“引导青年学子理解和认同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并且愿意投

身这个伟大事业，其中产生的浸润人心的变化是长

久而深远的。”

在校时，同学们积极参与实践，发挥专业优势；

毕业后，也有大批校友以校友站长的身份持续助力

工作站建设，链接社会资源。同时，所有参与过实

践的学生在毕业后会自动转变为“合伙人”，持续

关注站点和地方的发展。张弘欣慰地说，实践点的

大群里校友们都很活跃，不论是新设计还是新活动，

他们都很关心。

2023 年 5 月，清华大学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成

立。这是由国家乡村振兴局委托，依托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成立的校级科研机构，土木水利、环境、美

术等六个学院为共建单位。乡建院的成立标志着乡

村振兴工作站的实践进一步发展，未来将产出更多

成体系的学术成果，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反

哺工作站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高端

智库，建成高校人才技术下乡平台。

从 1958 年徐水公社“真刀真枪”的实地调研，

到如今乡村振兴工作站在全国的繁荣发展，60 多年

光阴如流水迢迢，但清华人为“新村”奔走、投身

乡村振兴的信念却坚如磐石，不可动摇。隔着历史

遥遥相望，清华人不负青春，始终奔赴在建设祖国、

建设乡村的第一线，将这件公益事越做越实、越做

越远、越做越好。 

湖南慈利站落成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