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下乡是什么意思

“三下乡”即有关文化、科技、卫生方面的内容知识在农村普及，促进农

村文化、科技、卫生的发展。大力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是

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团中央首

次号召全国大学生在暑期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1996年 12月，中央宣

传部、国家科委、农业部、文化部等十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的通知》。1997年，“三下乡”活动在全国正式开展。

三下乡——是指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文化下乡包括：图书、报刊下乡，送戏下乡，电影、电视下乡，开展群众

性文化活动;

科技下乡包括：科技人员下乡，科技信息下乡，开展科普活动;

卫生下乡包括：医务人员下乡，扶持乡村卫生组织，培训农村卫生人员，

参与和推动当地合作医疗事业发展。

目的

为了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改善农村社会风气，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大力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意义

通过“三下乡”活动，我们国家把发展经济、建设小康和扶贫攻坚结合起

来，为农村中心工作服务，为农民致富服务;把集中活动与经常工作结合起来，

抓好集中活动，发挥示范作用，做好日常工作，满足农民需要;把面上活动与雪

中送炭结合起来，突出工作重点，着重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民;通过“三下乡”活

动，引导农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素质，增强致富能力;通过“三下乡”

活动，使得各部门的业务工作结合起来，服务农民，锻炼队伍，推动部门工作，

加强自身建设;培育农村文化市场，制定政策措施，多渠道、多形式，引导扶持

农村文化科技卫生事业的繁荣发展。

大学生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尽管涉及面广，内容丰富，但也必须与

农村实际需要相结合，在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可以也应

该将自己在校所学的先进科学的生活观念在广大农村传播，他们应该紧密结合

所学专业技术知识，在农村开展多种形式的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和生活观念的宣

讲活动。大学生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为大学生了解中国国情开启了一扇窗



口，密切了高等教育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这有益于高教体系建立针对性和切

合实际的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策略和途径,一般学校里面组织的三下乡活动形式以

支教、调查为主，由于学生在卫生方面不是很成熟地掌握知识，故不为推荐。

大学生可通过三下乡活动丰富自己人生经历，还可以提升自身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