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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寄语青年：“要坚持知
行合一，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
强磨练、增长本领。”社会实践是新时代大
学生增强社会认知、体验发展进步、强化
责任担当的重要途径。同时，文传学院也
致力于在开展形式多元的社会实践活动
中加强对青年学子的爱国利民教育。

建立家国坐标，强化国情认知。在
社会实践中，增强青年学子对国情地情
的体悟和认知，聚焦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围绕社区建设、乡镇发展，并结合学
院专业特色，进行普通话推广教育、丰
富社区活动、基层民生调研等活动。在

党史教育、传统文化教育中融入实践教
育，对咸宁地区的红色资源、诗词资源
进行整合，感受地方的新形态、新特征。

建立基层坐标，强化社情认知。搭
建大学生志愿服务平台，拓宽大学生深
入乡村城镇、学校企业、扶贫一线的社会
实践途径，“镜观其变”团队在黄荆塘村
了解茶产业特色经济发展模式后，赴内
冲调研古瑶文化，了解乡村振兴发展现
状。青年学生到基层开展文化、教育志
愿服务，进行暑期义务支教，为留守儿童
提供关怀教育，以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建立人民坐标，强化民情认知。

发挥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
社会服务的重要阵地作用，明确自身
责任、发挥自身优势，在社会实践中强
化民情认知，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用
求真务实的态度在社会实践中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服务支撑。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三下乡”活动
不仅是青年学生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增
长才干的重要渠道，也是新时代劳动教
育的重要载体，更是培育青年学子在文
明实践活动中厚植爱国情怀、增强时代
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

咸宁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三下乡”：

用青春铸魂，以实践正身
●通讯员 李语嫣 肖乐维

2022年暑假，湖北科技学院
围绕“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
进新征程”的主题开展“三下乡”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号召全体学生在
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
献”。人文与传媒学院团委组建六
支重点实践队伍，携手鄂南文化研
究中心，从乡村振兴、社会调查、非
遗传承、爱心支教等角度开展活
动，全方位动员青年学生深入实
践，引导青年学生了解国情、社情、
民情，提高社会化能力。

5月，学院面向专业教师、青
年学生提前征集社会实践创新选
题，筛选提炼申报立项，重点团队
由指导老师亲自带队，并在全校
范围内组队。为增强社会实践活
动的锻炼效果，学院与鄂南文化
研究中心加强合作，为多个实践
团队提供专业理论指导和相关支
持。同时，积极推进实践成果转
化，将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调研
成果为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提供调研材料和数据基础。不断
将传统专业和新兴专业优势相结
合，寻求多方合作的社会实践模
式，保障社会实践项目的有效性、
参与度及实施效果。

为营造良好基层实践氛围，
学院主动搭建平台、选树先进典
型，探索符合青年特点的宣传话
语体系，发挥校园新媒体矩阵多
维覆盖作用。通过官方微信公众
号、网站等平台宣传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中的好榜样、好做法、好青
年，展示大学生社会实践成果，表
彰优秀实践大学生，着力把暑期
社会实践打造为共青团品牌项
目，不断激发青年学生参与社会
实践的内生动力，激励青年学生
把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把远大
理想融入到奋斗之中，充分调动
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紧扣高校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彰显共青团实
践育人优势。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六支实
践团队，六条实践路线，六十余名青年，
用先进文化武装头脑，用清晰镜头记录
沧桑变化，用坚定脚步丈量基层道路，以
饱满热情投身实践，以助力乡村振兴。

振兴先扶智，扶智先通语。“正音筑
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前往咸安区双龙
社区、同心路社区希望家园以及汀泗桥
镇小学等地，向孩子们宣传普通话知
识。队员们因地制宜，精准聚焦，用丰
富多彩的趣味活动调动孩子们的积极
性，营造出学说话、敢说话、会说话的氛
围，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课外知识，使
他们感受到中国语言文字的魅力。

“镜观其变”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前
往咸安区黄荆塘村、通城县内冲瑶族村
等地进行调研。他们在通城高冲公社
大型综合红色景区了解其历史变迁，厚
植红色文化;在黄荆塘村“茶产业与机
械化水田产业相结合”的特色双产业经
济发展模式下，看到村镇经济的高速发
展；在内冲瑶族村以旅游业联农带农的
探索中，为古瑶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
涵。他们用镜头记录乡村振兴的新变

化，讲好乡镇故事，传好乡镇声音。
湖科诗词楹联协会暑期社会实践

团队通过走访咸宁市的“诗词文化之
乡”“中国楹联文化镇”，在横沟桥镇、大
坪乡和北港镇与当地诗词协会人员进
行交流学习，感悟诗词文化魅力，积极
传承中华诗词文化。并在与当地农民
诗人、政府人员、学校老师的交流中，感
受到诗词文化对于地方发展的积极引
导作用，同时积极推广校园特色诗词文
化教学模式，助力文化扶贫工作开展。

“履迹鄂南，初心砥行”暑期社会实
践团队赴咸安区汀泗桥镇、通城县、通
山县，考察调研鄂南红色文化，通过对
红色纪念馆、遗址的参观学习，从多方
面了解鄂南红色文化，为其挖掘与传播
贡献了力量。在实践中弘扬和培育了
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青年学生不断用行动践行
理想信念，铭记历史，紧跟党走，做党和
人民坚实的后备军，矢志不渝地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鄂南长歌、非遗保护”暑期社会实
践团队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叙事长
歌的传承和保护，首先前往崇阳县对经

典万字长歌《双合莲》开展实地调研。
他们运用现代媒体技术，建立集文字、
图片、影音于一体的长歌数据库，并为
传承人打造民歌MV，以通俗易懂的形
式将民歌文化推向大众，既保留民歌的
原始形态，又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有
利于长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希望家园”社会实践团队在咸安
双龙社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教育教学
活动，对青少年暑期空余时间进行合理
运用，在开展基础课程的同时，加强党
史学习教育和特色课程，如文化与历
史、卫生与健康等。不仅缓解了家庭暑
期教育的压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还在实践中提升了自己专业能力。

“实践中，每个团队都在用镜头记
录实践过程，每个镜头都有不同的涵
义。就以我们团队为例，‘镜’字所代
表的意义，不仅仅是通过镜头去记录
青年群体鲜少接触的乡村，更是能通
过镜头投射出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和
人民日渐美好的幸福生活。在实践过
程中，大家互帮互助，磨合适应，都有很
多收获。”“镜观其变”实践团队队长包
思惟说。

▲诗联文化助力乡村振兴▲“镜”观其变：用镜头记录乡村振兴新变化

▲在红色遗址参观学习

■多方着力，
■拓宽平台促实践

■聚焦乡村，奋力发出青春强音

■知行合一，不断厚植家国情怀

▲文传学子推普助振兴

▲学院与鄂南文化研究中心携手指导团队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