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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陕西赛区“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方案

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继续在更大

范围、更高层次、更有温度、更深程度上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活动。活动方案如下：

一、活动主题

强国有我新征程 乘风破浪向未来

二、主要目标

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不断拓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时代内涵，引导广大青

年学生“上山下乡出海”，乘风破浪向未来。通过扎实开展“青年

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入眼入耳入脑入心，使广大青年学生深刻理解“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厚植家国情怀，成

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

三、活动地点

榆林学院绥德师范校区、绥德县郝家桥、米脂县杨家沟革命

旧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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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动安排与时间安排

（一）制定方案（2023年 5-6月）

省大赛组委会以调研为基础，主动联系革命老区当地政府乡

村振兴和社区管理工作有关部门，聚焦“新农村、新农业、新农

民、新生态”建设，围绕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要求，结合革命老区地方实际需求，组织

各高校做好学校现有乡村振兴对接地区及项目、涉农大学生创新

创业团队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应届毕业生返乡创业等情况摸底

统计，制定详细活动方案。

（二）活动报名（2023年 5-6月）

各高校要积极挖掘本校优质创新创业项目参与活动，并组织

团队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进行报名，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

5月 29日至 6月 30日。

（三）组织实施（2023年 6-9月）

省大赛组委会负责组织本次“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关注

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认真做好需求对接、培

训宣传及创造项目落地环境等工作。组织理工、农林、医学、师

范、法律、人文社科等各专业大学生以及企业家、投资人等，以

“科技中国小分队”“幸福中国小分队”“健康中国小分队”“教育中

国小分队”“法治中国小分队”“形象中国小分队”“政策宣讲小分

队”或以项目团队等形式，走进革命老区、城乡社区，接受思想

洗礼、学习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重点围绕科技、农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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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等方面需求，结合高校大学生项目团队的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支持大学生开展创业就业。

各高校要立足双创教育教学成果，强调“产学研用”紧密结合，

深入挖掘优势学科专业潜力，充分依托成果转化、课题研究、科

研项目、重点实验室、学生成果、校友资源等挖掘推荐优秀项目；

围绕服务革命老区，聚焦乡村振兴、产业宜居、乡风文明、生态

治理、科技助农等视角，努力实现项目长期对接，推出一批帮扶

品牌项目和帮扶示范区，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助力实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积极争取相关部门、地方政

府、行业企业、公益机构、投资机构等各方支持，通过政策倾斜、

资金支持、设立公益基金等方式为活动提供保障。

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校每校至少重点

组织 10个项目（其中 1个项目在全省活动现场签约）,省级创新

创业学院（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校每校至少重点组织 5个项目，

赴我省革命老区或农村地区开展活动。其它高校也要积极策划组

织有关项目团队开展活动。

各高校要组织好 2023年“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同期活动—

大学生“数字电商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以此活动为契机，组织

大学生团队走进乡村、了解乡情民情。帮助数字电商学生团队深

入开展专业实践和扶农助农活动，创新助农形式，在创新创业实

践中增长智慧才干，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质，取得良好的思

政育人和扶农助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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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表彰（2023年 7-9月）

各高校要及时做好经验总结和成果宣传，对于“青年红色筑

梦之旅”活动中涌现出的好做法及时进行总结，对于先进典型和

事迹及时做好宣传，营造良好工作氛围，引导广大青年将青春梦

融入中国梦。省大赛组委会将遴选优秀案例，在省级复赛期间举

办“青年红色筑梦之旅”优秀成果展，并推荐优秀项目参加全国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成果展。

五、活动项目要求

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项目应在推进农业农村、城

乡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有创新性、实效性和可持续性。项目

负责人应为参赛项目的申报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生

（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教育），或毕业 5年以内的

毕业生（2018年之后毕业的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教育）。

允许跨校组建项目团队，每个项目团队成员不少于 3人，原则上

不多于 15人（含团队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须为项目团队的实

际核心成员。所有参加活动的项目，须为本团队策划或经营的项

目，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加活动。

活动项目来源包括：

（一）大赛参赛项目。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参赛项目可自主报名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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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鼓励与乡村振兴、社

区创业、环境保护等相关的国家级、省级、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参加活动。

（三）其他参与项目。邀请历届大赛获奖项目、符合当地需

求的社会项目参加活动。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校要成立专项工作组，推动

形成学校、政府、企业、社会联动共推的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

（二）统筹资源、加强保障。各校要积极联系地方政府有关

部门，以及行业企业、公益机构、投资机构等，通过政策倾斜、

资金支持、设立公益基金等方式为活动提供保障。

（三）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各校应认真做好本次活动的宣

传工作，通过提前谋划、集中启动、媒体传播，线上线下共同发

力，全面展示青年大学生参与活动的生动实践和良好精神风貌。

（四）敢于尝试、积极创新。利用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新型

传播与销售途径，引导、助力红旅项目团队把握机会，积极创新

创业。

七、其他

本附件所涉及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陕西赛区组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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