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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实践：
在“象牙塔”外完善自我

帮农民网上卖水蜜桃，做民国名人故居调查
……带着暑假社会实践的历练，伴随着甬城各个
大学陆续开学，大学生们重新回归“象牙塔”开
始校园生活。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指在校大学生利用课余时
间，进行社会接触，提高个人能力，触发创作灵
感，完成课题研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求和
社会有更大的接触，对社会作出贡献的活动。参
与社会实践是大学生认识社会、锻炼自我的好机
会！有数据显示，每年全国约有500万名大学生参
与到各类社会实践中。当下，大学生社会实践的
现实意义何在？如何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让
大学生社会实践这条“象牙塔”之外的道路能走
得更好？为此，记者展开了调查。

7 月中旬，奉化尚田镇孙家村
迎来了一群身穿橘色 T 恤、手持相
机的大学生。他们活跃在孙家村的
各个角落。这支来自宁波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的学生志愿者队伍用专业
所学，为该村的奉化水蜜桃打通了
互联网销售渠道。

奉化水蜜桃上市时间短、易腐
烂、难运输，加上今年雨水特别
多，水蜜桃销售成了当地农民的烦
心事。这批物流管理、市场营销、
电子商务等专业出身的大学生担负
起了当地水蜜桃销售重任。

“我们总共拍了 1600 多张水蜜
桃照片，制作了孙家村水蜜桃宣传
册和视频，策划了几篇微信公众号
推广软文，卖出了数百斤桃子。”学
电子商务的叶同学擅长修片、视频
剪辑。对能学以致用，她很兴奋也
很自豪。村民们也一致夸赞这些大
学生脑子灵活，水蜜桃经他们包装
后，知名度更高了。

为使孙家村水蜜桃销售通道可
良性循环，这群大学生还策划设计
了多条旅游采摘线路，从游客角度
采写多篇体验、美食、观光类公众
号推文在当地媒体平台发布。

刚过去的暑假里，大学生们各
类社会实践有点忙。另一群大学生
从小切口深入了解宁波这座城市的
历史文化底蕴，耗时 1 个月在酷暑
下奔波，对宁波 14 处名人故居展
开实地调查，形成一份详细的报
告，发现有一半名人故居保存完
好，常有游客参观；而近一半名
人 故 居 则 破 败 不 堪 ， 需 加 强 保
护。这让小分队成员很痛心，发
现问题后，就如何开展保护制作
了一份调查问卷，发现大部分市
民对名人故居知之甚少，近六成
市民认为当下名人故居保护面临
的 最 大 问 题 是 市 民 保 护 意 识 不
够，86%市民选择选址保护，82%
市民表示会参与到故居保护中来。
小分队发出的保护名人故居刻不容

缓的呼吁，经媒体报道后，得到相
关部门的积极回应。通过团队努
力做成了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情，小分队领队胡同学觉得蛮开
心！

抗战时期的地契、毛泽东 《论
持久战》 的单行本、雷锋画册、周
恩来札记……8 月在慈溪周巷镇天
潭村参加暑假社会实践的宁波财经
学院学生们结识了当地小有名气的

“红色收藏家”卢炯，看到他家中几
乎无处摆放的大量藏品，忍不住惊
叹，这是他们首次见到那么多珍贵
的存本。得知卢炯想通过这些收藏
把红色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而最
棘手的问题是工作量浩大的资料整
理工作，这群90后和00后主动揽下
这项工作。

轻轻捋平书角，将书小心翼翼
装入透明包装袋，再用透明胶固定
边角，最后用中图分类法将书籍编
码，以方便后期存取查阅。“虽然整
理工作很费力耗时，但得知这些书
将向公众无偿展示时，就有了动
力，这或许是我们为纪念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做的最有价值的事。”实
践团成员许建成说。

据悉，这批大学生整理的书籍
将在天潭树“实心堂”书屋展出。
该村负责人说，大学生们帮了村里
一个大忙，更好地传播了红色文化。

这个暑假，有给社区老军人送
温暖的，有给环卫工人送清凉的，
有到农村开展民宿建设调查的，也
有利用专长给聋哑儿童送教的；有
下乡入海在宁波开展实践的，也有
远赴贵州、河南等地山区支教的；
有深入开展社会调查的，也有到企
业岗位实习，和小伙伴一起开展创
业谋划的……记者发现，各在甬高
校教师朋友圈里晒出来的大学生暑
期实践门类繁多，超级燃。从项目
设计到落实、从物资筹集到安全保
障，参与社会实践的师生们费了不
少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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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一项大学生社会实践很
容易吗？答案是否定的！

“一个稍有吸引力的项目报名
人数与参加人数之比会达 101！
最为抢手的实践项目得三四十名
同学里挑一人。”宁波财经学院视
觉传达设计专业的林同学坦言，今
年暑假他报名参加红色筑梦实践
团队，先是投简历报名，从400来名
报名者中通过筛选成为100名面试
者之一，然后写文案述自身优势，
成为最终入选的10名幸运儿之一。

这一说法得到该校团委书记
张海峰的印证。今年该校面向全
体师生开展实践项目申报，涉及
红色筑梦、扶贫攻坚、美丽浙江
建设、国情社会宣传、校友足迹
探寻、创新创业帮扶、传统文化
实践、文化艺术服务、教育关爱
服务、青年学习专题实践、感恩
专题实践、基层挂职锻炼等 12 大
类。根据这些项目，通过旅游推
广、设计美化、宣传教育、产业
培育、文明劝导、文艺辅导6个层
面推进社会实践活动，在招募时
注重成员特长。这次招募的成员
涉及 30 多个专业，然后根据成员
优势互补原则，组建了572支实践
团队。

记者从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了解到，该院今年的实践活动主
题分宣传类、实践调研类和服务类
三大板块。以服务类为例，又分为
农村文明示范线建设服务、服务企
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美丽宁
波”建设服务和文化服务。

大学生实践活动脱胎于大学
生“三下乡”——文化、科技和
卫生下乡。20 世纪 80 年代初，团
中央首次号召全国大学生在暑假

开展“三下乡”。2004 年和 2005
年，教育部和团中央连续发文加
强 和 改 进 大 学 生 社 会 实 践 。 如
今，这项意在提高大学生综合素
质的社会实践活动，项目更为繁
多，时间更为持久，从暑假扩展
到贯穿整个大学生活。

一位高校团委书记坦言，每
年的社会实践占据他近四成的精
力和时间。通过社会实践，大学
生 能 在 实 践 中 找 差 距 ， 弥 补 不
足；对于学校来说，社会实践是
应 用 型 人 才 培 养 的 重 要 平 台 之
一，是校园素质拓展课程的重要
内容之一；对于社会来说，按需
配置的大学生志愿服务有利于社
会 资 源 合 理 配 置 ； 对 于 政 府 来
说，通过大学生团队了解社情民
意，为社会管理提供了更多服务
支撑。

在 宁 波 大 学 、 浙 江 万 里 学
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宁波财
经学院和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的调查采访中，记者获悉，大学
生社会实践已渐成制度，纷纷被
纳 入 各 在 甬 高 校 的 人 才 培 养 体
系。有的高校将其纳入第二课堂
学分考核，有的明确要求大学生
在 校 期 间 必 须 完 成 一 次 个 人 实
践、一次团队实践。这个由同学
们依据自身专业、兴趣特长组建
的团队，需经过项目申报，参与
评审、答辩，最终立项成行。

一般来说，各在甬高校会从
数百个实践团队中，择优资助创
建 每 所 高 校 各 自 的 实 践 品 牌 团
队。以宁波财经学院为例，立项
项目设立品牌、重点和一般实践
项目，经费按照 4000 元、2000 元
和1000元不等给予资助。

“虽然在世界级港口城市读
书 ， 渔 歌 对 我 来 说 还 是 非 常 陌
生，真正接触后才发现它独特的
魅力。它蕴含了一代人的生活生
产文化，见证了一代人的发展变
化。在实地调查后，我深刻地意
识到渔文化保护的严峻形势，更
明确了自己的责任是让部分濒临
失传的宁波渔歌得到有效保护！”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大三学生
胡 静 说 。 墙 绘 设 计 、 微 景 观 设
计、旭公糕点包装设计与推广、
猎鹰山庄飞拉达基地 LOGO 设计
与推广……宁波财经学院青知青
行实践团整体设计打造象山涂茨
镇旭拱岙村民宿新形象，为乡村
振兴注入活力。

社会调研、乡村振兴和支教
是大学生社会实践最为热衷的三
大板块。近6年，浙江万里学院的
支教团队增加了8倍，还形成了每
年固定的支教点，一届届学生爱
心接力。在支教之余，他们包装
和推广当地土特产，利用网络平
台促进销售；还与当地困难家庭
结对帮扶，在宁波发起 50 人结成
一个蚁窝，每人每月捐赠2元给贫
困家庭的活动。宁波财经学院的
鱼鹰、智绘乡村两团队在实践中
调研发现垃圾回收装置有改进的
空 间 ， 随 即 组 团 研 发 “ 绿 蚁 乐
投”智能垃圾分类装置以及用太
阳能光解去除河道浮油装置等，
激发出创新创业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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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实践参与面有多
广？项目从何而来？活动经费怎
样保障？参与团队规模和持续性
如何？

据报道，全国每年有500万大
学生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据不完
全统计，在甬高校超过6成大学生
参与社会实践，以 16 万大学生
计，就有 9.6万。社会实践项目有
四方面来源，一是学校多年积累
的实践项目；二是源于各级政府
部门“牵线搭桥”，由地方出题，
学校认领，学生组队开展；三是
紧密结合学校专业建设和人才培
养项目；四是由社会需求和热点
而来。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
邬老师告诉记者，该校签有多个
固定的社会实践基地，四明山镇
的支教已是第 13 个年头；而墙
绘、农村庭院改造等大多结合该
院专业建设需求。今年市委宣传
部 推 出 农 村 文 明 示 范 线 建 设 活
动，该校就组织了 6 个团队开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此
学校开展了历史文化寻访的相关
社会实践。

调查发现：所在社会实践团
队规模以 3 人至 7 人 最 为 常 见 ，
占比三成多，11 人以上的团队占
比三成，7 人至 11 人的团队占比
二成多，1 人至 3 人的团队占比
最少。可见在社会实践中，充分

锻 炼 了 大 学 生 们 的 团 队 合 作 精
神。不少团队成员流动性很大，
随着老生毕业或退出，每年都会
经历一次大换血；而品牌实践团
队稳定性相对较好，能完成以老
带 新 ， 形 成 一 套 自 有 的 运 作 机
制。

实 践 经 费 是 个 绕 不 开 的 话
题。学校经费能全部覆盖的并不
多见。据不完全统计，学校提供
经费支持、社会资助、团队参与
人员分摊或创收所得是社会实践
经费的三个主要来源。

“社会实践需要校地多维度协
同持续推进。”宁波财经学院团委
书记张海峰说，到天潭村的实践
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由于持续
跟进对接双方需求，团队在 8 月
中旬制作了一份涵盖乡村文明建
设政策、古玩城讲解等内容的宣
传手册，还借助各方资源长期收
集整理优秀党员故事，设计一系
列家风文创产品，并长期为该村
公众号服务。其次，通过建立实
践基地的方式，常态化开展实践
活动，为当地提供全链式跟踪服
务 ， 同 时 也 可 储 备 更 多 青 年 人
才。

宁波一所高职院校的老师认
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最关键在于
校地精准对接。地方需求什么，
大学生能提供的服务有哪些，能

发挥哪些作用？这些都需要花时
间实地考察、多次沟通才能最终
确定。当下已开展一些校地对接
活动，打通了部分对接渠道，但
精 准 对 接 还 不 足 ， 直 接 影 响 实
践 效 果 。 她 建 议 ， 从 学 生 专 业
兴 趣 与 社 会 热 点 相 结 合 的 视 角
出 发 寻 找 合 适 的 实 践 项 目 ， 让
大 学 生 在 奉 献 中 增 长 才 干 。 同

时 ， 加 强 社 会 实 践 制 度 化 建
设 ， 强 化 指 导 和 激 励 机 制 。 最
后，实行实践活动项目化管理，
严控每个环节，促进活动常态化
发展。

“热衷支教的大学生越来越
多。但是支教不能一阵风，要形
成长效机制，得精准对接。”一位
高校团委干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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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蒋炜宁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推动水蜜桃“触网”销售。
（蒋炜宁 邬静波 摄）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正在手绘井盖，让乡村换新颜。
（蒋炜宁 邬静波 摄）

宁波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向孩子们推广绘本阅读。
(蒋炜宁 谭超华 摄）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实践小分队在宁波至绍兴城际列车上为乘客
提供健康服务。 (蒋炜宁 高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