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重庆大学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方案 

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大学生重要回信精神，贯彻

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

校2019年度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2019〕22号）等文

件要求，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开展“青年红

色筑梦之旅”活动，引导更多青年学生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

情民情，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

志品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的热血青春力量。活动方案如下。 

一、活动主题 

红色筑梦点亮人生  青春领航振兴中华 

二、主要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持续推动形

成“延安一把火，全国一片红”的发展态势，弘扬“红船精

神”，发扬“红岩精神”，立足红色传承、立足实际需求、立

足强国建设，组织大学生参与“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深入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和城乡社区，接受思想洗礼，助力

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用创新创业的生动实践汇

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三、“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安排 

（一）活动报名（2019年4—8月） 

组织国家级、市级、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大学生

创业训练项目、大学生创业实践项目参与活动，组织团队登

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cy.ncss.cn）进行报名。 

（二）组织实施（2019年4—9月） 

以“科技中国小分队”“健康中国小分队”“幸福中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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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项目团队组团等形式，走进革命老

区、贫困地区、城乡社区，从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社区治

理等多个方面开展帮扶工作，推动当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 

要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创新创业专项经

费、师生共创、校地协同等多种形式，努力实现项目长期对

接，并推出一批帮扶品牌项目和帮扶示范区，发挥辐射带动

作用。 

（三）总结表彰（2019年9—10月） 

及时做好经验总结和成果宣传，选树优秀典型，举办优

秀团队先进事迹报告会。 

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项目，符合大赛参赛

要求的，可自主选择参加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或



其他赛道比赛（只能选择参加一个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赛道单独设置评审指标，突出项目的社会贡献和公益价

值。 

（一）参赛项目要求 

1.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的项目要在推进革命

老区、贫困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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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参赛项目须真实、健康、合法，无任何不良信息，项

目立意应弘扬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参赛项目

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涉及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资

源等必须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或物权；抄袭、盗用、提

供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一经发现即刻丧失参赛相

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3.参赛项目涉及他人知识产权的，报名时需提交完整的

具有法律效力的所有人书面授权许可书、专利证书等；已完

成工商登记注册的创业项目，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及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等相关复印件、单位概况、法定代表人情况、

股权结构等。参赛项目可提供当前财务数据、已获投资情况、

带动就业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已获投资（或收入）1000万

元以上的参赛项目，请在全国总决赛时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4.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允许跨校组建团队，每个团

队的参赛成员不少于3人，须为项目的实际成员。参赛团队所

报参赛创业项目，须为本团队策划或经营的项目，不得借用



他人项目参赛。 

5.已获往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

决赛各赛道金奖和银奖项目，不可报名参加第五届大赛。 

（二）参赛组别和对象 

参加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的项目须为参加“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项目。根据项目性质和特点，分为

公益组、商业组。 

1.公益组。参赛项目以社会价值为导向，在公益服务领

域具有较好的创意、产品或服务模式的创业计划和实践，并

符合以下条件： 

（1）参赛申报主体为独立的公益项目或者社会组织，注

册或未注册成立公益机构（或社会组织）的项目均可参赛。 

（2）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实际负责人，须为重庆大学在

校生（可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不含在职生），

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4年之后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研

究生、博士研究生，不含在职生）。企业法人代表在大赛通知

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3）师生共创的公益项目，若符合“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要求，可以参加该组。 

2.商业组。参赛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

区发展的痛点问题、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实现经济价

值和社会价值的融合，并符合以下条件： 

（1）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实际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



校在校生（可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不含在

职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4年之后毕业的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不含在职生）。企业法人代表在大

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2）注册或未注册成立公司的项目均可参赛。已完成工

商登记注册参赛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

得少于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1/3。如已注册成立

机构或公司，学生须为法人代表。 

（3）师生共创的商业组项目只能参加高教主赛道，不能

报名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五、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汇聚创新

创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脱贫等

要素，推动形成学院、企业、社会联动共推的机制。 

2.统筹资源、加强保障。各学院要依托优势特色学科专

业谋划“青年红色筑梦之旅”项目和活动，积极组织项目团

队，赴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开展创业项目帮扶。 

3.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各学院要认真做好活动的宣传

工作，通过集中启动、媒体传播，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全面

展示学生参与活动的生动实践和良好精神风貌。同时，注意

做好活动期间总结、图片、视频等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及时

报送典型做法和先进案例。 

4.加强管理，确保安全。各学院要切实落实安全责任制，



事先制定安全预案，遇到突发事件稳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