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7责任编辑：马长蕊
投稿信箱：jdb@xauat.edu.cn

学校官方微信：xauat1956
2020年9月15日 星期二

——我校2020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综述

在服务与奉献中增长才干

“刚到山阳时，以为最美的是山间的云、溪涧的水，现在却发现是村民的热情、

乡镇干部的责任心和村民脱贫攻坚的信心。”这是我校土木学院学生王天宇对暑期

社会实践的最直观感受。

今年暑期，我校6000余名同学组成700余支团队，活跃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秦岭生态保护、支教、政府见习、返乡调研等不同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在服务与奉献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与历练中彰显风采，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服务乡村振兴，为秦岭生态保护贡献建大智慧和力量，我校学子以实际行动践行新

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助力脱贫攻坚 服务乡村振兴

土木学院助力保障住房安全实践团老师对学生进行现场指导。 綦玥/摄

环境学院赴安康市九县一区生态环境及污染治理现状调研暑期社

会实践团团队成员现场对水样进行初步检测分析。 校团委供图

今年，我校土木学院先后组织 3 支实践

团、120 余名学生和专家学者赴陕西省商洛

市、安康市汉阴县及西安市曲江新区等地，围

绕脱贫攻坚调研、危房检测回头看、特色民居

考察、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房地产市场摸底等

内容展开暑期社会实践活动。20多天里，实

践团师生共深入30余所学校、460余个小区、

2700 余户家中，完成 3000 余份调研问卷，检

测住房安全，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助力城乡

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月 22 日，建筑学院赴秦岭北麓生态保

护与乡村发展调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

式在长安区抱龙村举行。为期一个月的社会

实践中，团队成员走访了长安区子午、五台等

地，与村民深入交谈，了解村庄发展情况，了

解当地特色产业等，致力于在秦岭生态保护

背景下，探索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路径，提出

基于生态保护理念下的乡村发展方式，为秦

岭乡村发展贡献力量。

山阳县板岩镇石庄子村位于秦岭腹地，

也是我校驻村帮扶联系点。暑假期间，我校

材料学院、化工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机电学

院师生前往石庄子村，围绕教育扶贫、产业扶

贫、旅游扶贫等开展社会实践。材料学院师

生对板岩镇钢研希望小学学生进行了学业辅

导、理想信念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等。公共管理学院“苍田故事”利用直播

平台在石庄子村进行了一场直播活动，上线

一小时，就卖出土蜂蜜一千多元。化工学院

实践团成员组织了“爱心助力、化梦为翼”钢

研希望小学学生微心愿网络直播活动，帮助

孩子们开阔视野，实现他们的心愿。机电学

院师生为山阳县制定了旅游推广方案等。

此外，我校信控学院电力信息化助力乡

村振兴先锋实践团前往洛南长胜农产品贸易

公司，了解目前扶贫企业发展过程中在信息

化建设方面遇到的难题，结合专业知识和技

能提出了信息化建设解决方案，并记录需要

后期详细设计方案的内容；艺术学院“浓茶蜜

意”艺术涉及扶贫小组为山阳县石庄子村、汉

阴县太行村当地农村品进行了立体化圣品策

划、生态景观规划；建筑学院赴青海丝路沿线

高原美丽乡村调查研究暑期社会实践团对青

海丝路沿线6县进行了调研；公管学院赴安康

市汉阴县平梁镇太行村等地了解当地经济发

展情况、异地搬迁现状等；管理学院赴商洛市

柞水县助力脱贫攻坚暑期社会实践团走进柞

水县小岭镇金米村开展“乡土特色产业，助力

脱贫攻坚”调研。

扶贫必扶智。暑假期间，我校化工学院、

安德学院等还组织师生开展了支教活动。熊

宁爱心社与陕西行知公益同盟组织建立七个

小队，赴陕西三地开展各个课程的支教活

动。安德学院暑期支教团队在铜川市耀州区

为当地留守儿童开展“云支教”课程辅导等。

凝聚青春力量 争做秦岭卫士

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

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

象征。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

族长盛不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校环境学院组建了一支由陕西省秦岭

生态保护青年学者、团组织、研究生、补天环

境保护协会组成的秦岭生态科学考察专项暑

期社会实践团，于7月26日至8月7日前往石

砭峪、白蛇峪、高

冠峪、太平峪、牛

背梁国家自然保

护区等地开展秦

岭绿植价值及空

气质量评估、周

边居民饮水排水

调研、垃圾分类

调研等秦岭生态

专项考察活动。

对 植 物 进 行 取

样、测量植被数

据、检测空气质

量……在老师的

指导下，同学们

以实际行动为保护秦岭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资源学院秦岭“生命共同体”矿产资源开

发与环境演化调研暑期社会实践团走进商

洛，了解该地矿产资源分布、环境生态现状、

整改要求与措施、后期转型发展计划与布局

等，调研矿业与环境的现状关系，分析国家政

策，依托专业为秦岭生态保护和矿业产业协

调发展建言献策。

发挥专业优势 锤炼本领担当

除了参加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秦岭生态

保护等社会实践活动外，我校学子积极将专

业知识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社会实践中

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建筑学院建筑学和城乡规划专业师生自

发组建团队，于7月23日至8月15日在西安

市开展了家乡名片设计专项调研活动。西安

本地的同学走遍了西安的、大雁塔、大学习巷

清真寺、书院门、回民街、五味十字等地；而外

地的同学采用了线上调查的方式，通过网络

深入了解了西安。同学们通过前期的资料收

集和反复讨论，结合自身的专业特长和辅导

老师专业的指导，从西安的城建史、历史沿

革、市井生活、传统文化和宗教建筑几个方面

来总结和表现西安的特点，通过手绘图纸、调

研报告等形式展现西安的独特魅力。

建科学院“基于疫情防控常态化视角下

公共建筑室内空气交叉污染情况调研”暑期

社会实践团在西安市高新区、咸阳国际机场

航站楼等多个公共建筑，通过现场问卷调研、

实验实测和实地考察的形式调研公共场所的

空调系统形式及风管布置情况，了解公共场

所空调的使用对公共场所空气交叉污染的影

响，基于室内环境污染控制相关理论及公共

场所空调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相关规范，针

对调查实践中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给出空

调的使用策略和方案。

资源学院国内矿山“新基建”现况调研及

助力“两山”建设暑期社会实践团赴马鞍山、

洛阳、济宁、鄂尔多斯等地通过实际走访调研

与线上调研的方式，了解国内矿山新基建、智

能化程度的状况，宣传智慧矿山、绿色矿山建

设理念，为矿企的“两山”建设提供专业技术

支持及相关解决方案。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

实践中丰富生活阅历，在实践中锻炼专业能

力，在实践中接受心灵洗礼，努力成为有理

想、有学问、有才干的实干家，我校学子用青

春书写着责任与担当。

社会实践要践实
下乡支教、政府见习、走访调研……作为

课堂教育的延伸，社会实践逐渐成为诸多大学

生积累阅历、提升自我的重要选择。中青校媒

近日就“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进行的调查显

示，75.58%被调查者曾在这个暑期参与过社会

实践活动，包括线上（27.65%）及线下（46.93%）

两类形式；96.66%被调查者认为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对自身成长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实践出真知。毋庸置疑，社会实践是高校

促进课堂教学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全方位培养

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方式，对于大学生积累社会

阅历，提升自我认识，增长才干、锻炼能力，培

养职业素养等具有重要意义。鼓励学生走出

“象牙塔”，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

通过社会实践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

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是高校立德树

人的重要环节和必然要求。

社会实践贵在真实、重在践行。现实中，

还需警惕社会实践不实的现象。比如，“形式

主义”“摆拍走秀”现象严重，拍拍照、发发新闻

稿，敷衍了事。更有甚者，拿着经费观光旅游

或给基层增加负担，这些不仅浪费了大学生的

宝贵时间，也背离了社会实践的初衷和内涵。

因此，社会实践要践实还需从实践内容、

体制机制等方面着力。

一要在实践内容上下功夫。“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在立项前反复评估社会实践的内

容是否突出主题，是否和学科专业紧密结合，

是否真正达到育人实效，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突出实效。多年来，我校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无论是并校初期为周边农村建造物美价廉

的房子，还是编制“韩城市城市总体规划方

案”，抑或是为丹凤县万湾村进行新农村建设

总体规划，这些无一不是将学科专业与具体实

践相结合的典型，不仅受到了广大村民的欢

迎，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要进一步总结

凝练学校好的经验和做法，形成建大特色，打

造建大品牌。

二是要强化指导力量。构建一支由专业

课教师、团委干部、辅导员及实践基地专业技

能人员等组成的专业化的指导教师队伍，充分

发挥校友、学生家长等的作用，支持和帮助大

学生成长成才。

三是要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社会实

践的推进机制、评价机制等，特别是完善考核

评价机制，由高校、实践单位、第三方机构等不

同主体联合开展考评，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认

真评鉴。

总而言之，社会实践不能走形式，只有在

“实”上下功夫，才能使学生真正“受教育、长才

干、作贡献”。

为了深入了解家乡之美、宣传家乡之美，我于暑假期间

开展了为期23天的家乡名片设计专项调研活动。作为团队

的信息员，询问各个同学们的调研计划、收集信息统计成为

实践期间的日常。

实践过程中，行走在家乡的大街小巷，看着人来人往，

街坊邻居拉着家常，孩子们追逐嬉戏，儿时的回忆涌上心

头。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走访调研拍照记录期间，遇

到了写生的美院学生。他们一笔一画勾勒着家乡的美好风

光，将对家乡的情感融进水墨淡彩，跃然纸上。我们和他们

年龄相仿，也都在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家乡之美而贡献

自己的力量。

——建筑1802熊天添

这个暑假，我和同学们开展了名为“渭河流域水质情况

调查”的社会实践活动，到渭河流域所在的西安、咸阳、灞

河、杨凌等地进行采水、实验、分析，并制作了调查问卷等。

工作时，同学们一起做问卷调查，一起上街进行宣传，

一起做实验，一起分析实验结果并做记录，在合作中锻炼了

我们分工协作的能力、交际能力、组织能力等。

——环科1902王可欣、李硕然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

周年，基于这一背景，我们进行了关于“东北地区历史文化

设施建设”暑期实践调研，通过线上发放调查问卷、线下参

观红色主题博物馆等方式进行实践。

在参观地方党史馆时，一张张照片、一个个数字、一件

件实物仿佛让我置身于14年浴血奋战的历史中，无数英烈

用鲜血为我们换来和平盛世。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

国家强。愿当时代的接力棒交于我们手中时，我们也能有

本领、有担当，为国家的前途贡献自己的力量。

——建环1901付缨棋

我们实践活动主要以禁毒防艾知识普及展开，因为疫

情的原因，我主要负责线上的工作。从中我深刻体会到了

毒品对自己、家人乃至社会的危害性。短短的社会实践虽

然已经结束，但是我会多向我身边的人普及并告诫他们毒

品的危害，为禁毒工作尽一份绵薄之力。

——工程管理1905张转敏

建筑学院学生为西安市设计的家乡名片。 王子涵供图

◇笑 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