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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文件 
渝高学会发〔2022〕24 号 

 

 

关于报送第二届重庆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
大赛参赛高校信息的通知 

 

各会员高校： 

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倡导重庆市各高校智力服务

于乡村振兴，发挥高校人才+经验导师的智慧，聚焦重庆各

乡镇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点、痛点及难点问题，

将其研发成赛题，实现真题真做真落地，从而架起高校与地

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桥梁，为此，去年创建并成功举办了市级

学科赛事——首届重庆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今年，第

二届大赛将于 9 月启动，该赛事由重庆市教育委员会联合重

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乡

村振兴局、重庆市供销合作社、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

办，由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重庆文理学院、西南大学、重

庆新发展生态修复与产业研究院联合承办。详情查看《第二

届重庆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基本情况》（附件 1）。 

目前，第二届赛事已顺利完成了赛点、赛题的调研工作，

将于近期启动赛事报名。为了更好地完成赛事的准备组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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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现将《第二届重庆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基本情况》

（附件 1）和《第二届重庆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参赛高

校信息表》（附件 2）发给你们，请各高校及时组织相关专业

学习并填写《第二届重庆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参赛高校

信息表》（附件 2）。请在 9月 26日前发送至组委会邮箱 Email：

462644440@qq.com 

附件：1.第二届重庆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基本情况 

2.第二届重庆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参赛高

校信息表 

联系人及电话：王春宝，023-49891734 

 

第二届重庆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秘书处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代章） 

2022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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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届重庆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基本
情况 

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汇聚高校智力与社会资

源，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点、痛点及难点问题，

架起高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桥梁，真题真做，助力重庆

乡村振兴事业发展，拟举办第二届重庆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

大赛。 

一、大赛主题 

创意点亮乡村 创新助力振兴 

二、大赛时间 

2022年9月-12月 

三、总体目标 

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倡导重庆市各高校智力

服务于乡村振兴，发挥高校人才+经验导师的智慧，聚焦重

庆各乡镇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点、痛点及难点

问题，将其研发成赛题，实现真题真做真落地，从而架起

高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桥梁，引导广大高校师生参与

乡村振兴行动，让青年学子们在乡村振兴社会实践中培养

乡土情怀和担当精神，将知识、技能转化为振兴乡村的青

春力量，当好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同时，通过赛事

举办，引导广大企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创意设计者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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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助力乡村振兴。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

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乡村振兴局、重庆市供销合作社、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 

承办单位：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重庆文理学院、西南大学、重庆

新发展生态修复与产业研究院。 

合作媒体： 

人民日报、新华社、重庆日报、工人日报、华龙网、新

浪网、学习强国等主流媒体。 

协办单位： 

赛点所在地区县政府、社会机构、企事业单位等。 

重庆市国土整治中心、重庆市农村土地整治中心、重庆

西部大数据前沿应用研究院、重庆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市科技发展基金会。 

投资机构： 

文化投资机构、旅游投资机构、产业投资机构等。 

五、组织机制 

（一）成立大赛组委会，作为大赛决策机构，由主办单

位、承办单位、部分参与高校领导等组成，由具体承办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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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组建。组委会下设秘书处，作为赛事日常执行机构，秘

书处秘书长由市教委指派人员担任，副秘书长由承办单位指

派人员担任。秘书处设监察与仲裁组、专家评委组等，监察

与仲裁组负责有关大赛争议事项的裁定、不合规事宜的纠正

等；专家评委组负责赛题研发及作品评审等。 

（二）重庆市和四川省普通高校研究生及本专科学生

（含 2018 年及以后毕业的校友）以师生组队形式参赛，每

队学生限 1-5 人（其中研究生和校友人数合计不超过 2 人），

指导老师不超过 2 人。 

（三）重庆市和四川省普通高校研究生及本专科学生

（含 2018 年及以后毕业的校友）以师生组队形式参赛（具

体人数要求见后续大赛通知）。 

（四）大赛鼓励参赛者合作，自行组建优势互补、人员

结构合理的团队，也可跨校组建团队，但仅能以其中一所高

校的名义参赛。 

六、赛事设置 

本届赛事分为三个赛道：一个常规赛赛道和两个专项赛

赛道。常规赛与武隆大学生旅游创意大赛合并开展，从乡村

产业融合发展创新类、乡村生态环境改造提升类和乡村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类拟定赛题；专项赛分为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

复利用创意设计专项赛和“三社”融合如何服务乡村产业发展

专项赛。 

各赛道单独评审评奖，支持各高校鼓励本校师生多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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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并结合自身优势选择其中的赛题进行设计或创作。 

（一）赛道一：常规赛（武隆大学生旅游创意大赛） 

赛点：武隆区白马山天尺情缘景区 

充分分析武隆区“食住行游购娱”等方面存在的短板问题，

结合白马山天尺情缘景区发展和开发规划，立足婚恋文化、

茶文化、红色文化、非遗文化等，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需求

和市场特点，进行文创商品创新设计、景区营销推广与品牌

塑造、景区创意旅游产品开发、景区景观环境优化设计等，

展示重庆元素、体现武隆印记。 

（二）赛道二：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利用创意设计专

项赛 

赛点：大渡口区跳磴镇新合村 

以大渡口区跳磴镇新合村历史遗留修复矿山及其所在

村社约50公顷的区域为创意设计对象，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为理念，以宣传和转化矿区生态价值为导向，以服务农、

文、旅产业发展和提升群众人居环境为目标，将矿区变废为

宝，带动乡村整体发展。参赛团队应深度挖掘矿区及其周边

乡村的地质景观、森林生态、乡村肌理等，结合人文历史、

区域规划、产业布局，利用发散性思维，对矿区整体或局部

区域进行创意设计。本赛道为开放性赛题，创意设计作品包

括但不限于矿山遗迹展示、生态旅游、主题活动策划、概念

规划、景观设计等，因地制宜、依山就势创作出景观协调、

创意新颖、特色鲜明的作品，助力昔日的废弃矿山变成“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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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带动周围村民增收致富。 

（三）赛道三：“三社”融合如何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专

项赛 

赛点：武隆区沧沟乡 

“三社”即供销合作社、农民合作社、农村信用社（重庆

农商行），如何探索和推进“三社”融合发展，对服务乡村产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赛道以武隆区沧沟乡为调研对象，要

求参赛团队通过实地调研，理解重庆推进“三社”融合发展的

内涵和实质，了解沧沟乡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与思路，探

索“三社”融合在推动“三变”方面发挥的作用，对沧沟乡村级

综合服务社经营现状和村民服务需求进行调研、对沧沟乡供

销合作社服务乡村振兴创新发展模式进行研讨，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针对“三社”融合

发展助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路径和举措进行研究和创新。 

七、赛程赛制 

本次赛事不区分本专科院校，常规赛和专项赛赛程均分

为校级初赛、市级复赛和市级决赛。参赛团队需在大赛官网

注册、报名并上传参赛作品，校级初赛由各高校完成项目的

校内遴选，在大赛官网上推荐优秀作品至市级复赛。市级复

赛以专家在大赛官网采取线上盲评方式进行，确保大赛公平

公正。市级决赛原则上以线下陈述答辩形式举行。 

八、评审规则 

评选维度：专家评委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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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性、美观性、创新性、实用性、市场性等方面对作品进

行评选，并产生相应奖项。 

（一）文化性。参赛作品要突出乡村文化特色，彰显不

同区域文化内涵，体现城乡融合; 

（二）美观性。参赛作品编辑规整，实物展示装饰与造

型美观，艺术特色鲜明，兼具历史元素与现代时尚，体现未

来发展的方向; 

（三）创新性。参赛作品具有原创性，融入鲜明的创新

理念，具有一定高度的设计立意和技术含量; 

（四）实用性。参赛作品不仅有艺术表达和文化内涵，

而且符合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具有突出的实用价

值，用最小的成本为村民创造最大的实惠; 

（五）市场性。参赛作品要充分考虑市场应用场景和落

地转化的可行性，能够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 

九、奖项设置 

分赛道（常规赛 1 个、专项赛 2 个）分别设置作品奖和

组织奖，作品奖评选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对各赛道的前三名发放奖金；组织奖评选出优秀组织单位、

优秀指导教师、优秀组织工作者若干，优先从获奖作品单位

和指导老师中遴选，均由主办单位联合颁发获奖证书。 

十、进度安排 

（一）大赛启动（9 月下旬）。发布大赛通知，通过权威

媒体发布大赛，宣布大赛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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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赛培训（9 月下旬或 10 月初）。组织各高校参

赛或拟参赛团队开展赛前培训，对大赛情况、网站操作、各

道赛题解读、赛点情况、矿山修复、三社融合等知识进行培

训，以拓展参赛团队设计思路，帮助其完成大赛作品。 

（三）作品征集（10 月初-11 月中旬)。各高校通过大赛

官网自行报名参赛。11 月中旬完成作品及参赛资料的提交上

传。 

（四）校级初赛（11 月中旬） 。各高校完成校级比赛，

决出优秀参赛作品按要求在大赛官网内推荐至市级复赛。 

（五）市级复赛（11 月下旬）。组织专家评委以背靠背

盲评方式在大赛官网上进行市级复赛评审，对作品进行综合

打分排名，确保大赛公平公正。 

（六）提升训练（12 月初）。对进入市级决赛的团队进

行提升训练。目的：一是加强专业培训及学术交流，提升专

业认知能力；二是促进团队深入了解乡村，作品更加贴合乡

村需求；三是帮助和促进团队完成项目概念方案，更具有落

地性。 

（七）市级决赛（12 月底）。决赛团队各派 1-2 名人员

进行作品陈述答辩，由专家评委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对作品进行评选，并产生相应奖项。 

十一、其他  

其他有关具体赛题、评奖规则、评审指标、作品要求、

注意事项等见后续大赛通知，本次所陈述的内容若与后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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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冲突，请以通知为准。 

十二、大赛秘书处联系方式  

市教委高教处：哈宁武，67618591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刘颖，13709430459 

重庆文理学院：王明振，18323069568 

西南大学：李腊，15808003493 

重庆新发展生态修复与产业研究院：张忠渝，

1388371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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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二届重庆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 
参赛高校信息表 

 

单位（签章）：                             填报人： 

推荐角色 姓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QQ 

组委会成员    -- 

评审专家库成员    -- 

赛事联络人     

     

注：每所参赛高校均需推荐一名组委会成员、一名评审专家库成员和一名赛事联

络人。填报后请于 9 月 26 日前发送至组委会邮箱 Email：46264444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