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在参与？

实践期间的每天清晨，上海
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2021
级渔业发展专业研究生周虎鹏和
同学们准时穿上厚厚的水裤，下
到虾塘中为南美白对虾苗投喂饲
料，在炎炎烈日下，一下塘就干一
整天。这是上海海洋大学学生团
队深入金山虾类科技小院，在鱼
塘虾塘中帮助农户解决养殖、规
划等问题的一个缩影。许多周边
养殖户专程前来咨询这群“海洋
出来的”大学生，切实解决当下问
题，养殖户们纷纷表示：“真是问
对人了！”

脚步量方寸，地图绘辉煌。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同
学们将新时代红色文化内涵与地
理学相结合，以线上线下融合的
方式，深入考察了上海39个红色
景点。他们还将通过地图可视化
的方式展示红色景点在上海市的
分布情况，为人们提供更深入、更
丰富、更生动的红色文化体验，促
进红色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传承，
让红色文化永放光芒。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郝怡同
学所在的“乐在链接”团队则去
到了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水族

马尾绣和水书习俗是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宣传好
家乡文化、带动产业发展？团队
一边到实地调研，访谈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与文旅局工作人员等，
一边通过电商协助当地村民销
售马尾绣产品，在微信视频号、
抖音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并定期
进行直播带货，将创业课堂中的
内容带到家乡。“乐在链接”团队
创始人潘胜紫作为一名Z世代水
族女大学生因热爱而坚持，带领
团队为家乡产业发展带去新生
力量。

问卷数据显示，73.79%的同
学认为通过社会实践了解国情民

情，69.66%同学在实践中学习了
社会技能，58.3%的同学为社会发
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并切实帮
助到一些人或群体。

此次问卷中，参与了“跨越古
今中外，对话上海工匠”主题社会
实践团队的一名大四国际学生还
用英语表达了自己的期望：“希望
学校开展更多社会实践。通过这
种方式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
历史，为自己的职业道路选择提供
帮助，这也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
响。”上海海洋大学学生也在问卷
中提出建议：“未来，可以更多偏向
民生类选题，让同学们积极为解决
社会热点问题建言献策。”

通常来说，大学生暑期社会
实践持续时间在 1～6 个月内
（91.5%），仅有少数项目持续了一
年以上（3.03%）。一些更短的实
践基本只有三五天，如何不流于
形式，仍然值得组织者、参与者的
共同思考和破解。

“线上软件工具的学习难成
体系，受实践周期限制，成果不
方便及时转化。”一名大二受访
学生坦陈自己参与项目的不足
之处。事实上，在许多高校中，
暑期社会实践早已成为一项校
园文化活动，但如何在专业度上
扎根，以及调研报告产出、项目
完结后学生依然有持续收获，让
实践成果有效转化，仍是较为普
遍的瓶颈问题。

访谈中，受访学生还反映，一
些短期项目通常流程为前期撰写
策划书、线上线下调研、产出调研
报告，部分项目缺乏实际调研内
容板块支持导致质量较低。其
实，“暑期社会实践”并不只有暑
期才可以进行，使之长久为社会
效力、可延续的实践，将更容易促
成成果及时转化，在更多的时间
里、更大的创造空间中实现社会
实践的真正价值。

较多同学提及实践成本过
高、经费不足（44.54%），交通不便
（39.2%）、缺乏系统培训（29.25%），
建议校方也应发力着手解决大学
生暑期社会实践中的痛点、难点，
为学生提供更加便利的环境。

社会实践不是简单调研、宣
传团队工作，也不是体验生活、蜻
蜓点水，而是从自身专业、能力出
发，把社会当作第二课堂，实现自
我的同时为社会效力。不少大学

生建议，希望之后能够配备更多专
业老师引导学生创业，经费上给予
足够的支持，资源平台更加丰富
些，比如指导老师可以邀请更多校
外专业老师，各个学校之间的项目
可以相互合作。

对此，同济大学团委副书记孙
羽捷表示赞同。在他看来，大学生
开展社会实践，从形式上要走出校
园、走进社会，了解国情社情民情；
从内容上要结合专业厚积薄发，发
挥所学所长服务社会。其中，指
导老师有很重要的职责，要悉心
帮助学生找对选题、找准切口、善
用方法、活用知识，让学生在亲身
实践感受祖国发展、了解行业前
沿、洞察民生所需、坚定理想信念。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
外语学院法语专业教师游晓航今
年带队Z世代“追光者”实践团，

“希望坚持以专业教师的实际行
动亲身陪伴和带动学生们，将专
业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
来，在扎实的一线调研中增长见
识，推动社会实践成为学生成长
成才的重要途径。”

上海市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
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化工学院辅

导员仇彦崴认为，社会实践是大学
生拓展认知、体悟发展、展现价值
的重要途径，因此项目的选题需要
注重契合国家需求和社会需要，不
仅有国计民生的社情观察，也有助
力发展的专业调研，并基于此站在
大学生的视角进行话题观察。

实践感悟新时代，挺膺担当
新征程。社会实践的价值，在于
共同参与共同进步，只有这样，大
学生们才能奔跑成长。

此次问卷显示，受访者参与
项目类别分别占到：知行·新征程
（18.69%）、知行·经济高质量发展
（7.52%）、知行·科技创新（4%）、知
行·乡村振兴（27.31%）、知行·新
业态新就业（6.31%）、知行·长三
角（5.58%）、知行·国际化大都市
建设（3.52%）、知行·城市空间新
格局（4.25%）、知行·一江一河
（8.01%）。

除“知行杯”9大门类外，还有
7.65%的同学选择了爱心暑托班
志愿者、走基层、服务社会、挂职
锻炼等实践活动，1.58%的同学选
择了行业教育实践，还有5.58%的
同学选择专业实践、社区实践等
其他实践活动。

以大地为课堂，用实践追寻
答案。可以看到，聚焦乡村振兴，
奔赴田间地头，是大学生暑期社
会实践的热门选项。“知行杯”专
项乡村振兴主题，提示重点围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紧密结合上
海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探索
实践，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聚
焦基层探索创新，动员鼓励大学
生投身乡村振兴，在全面推进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
振兴”，发展生态低碳农业、促进
农民增收、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等领域，开展
相关社会服务和社会调查。此
次问卷里，各高校学子选择“知
行·乡村振兴”项目占比27.31%，
位列调查榜首。

在华东政法大学，约100支

队伍选择了“知行·乡村振兴”，占
比达到22.57%，成为最受欢迎的
社会实践“赛道”；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参加“知行·乡村振兴”主题
实践队伍也有114支，足迹覆盖
贵州、广西、云南等25个省，走访
调研200余个村镇。

今夏，华东理工大学药学院
“云归知处”社会实践团队持续聚
焦产学研深度融合，从药学专业角
度出发，聚焦拥有千年历史的云南
当地传统药材西归。在该团队的
推动下，由华理牵头发布的西归云
南省食品地方标准，将于2024年
进入国家新食品原料目录。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萱草花”
科技服务队于暑假期间赶赴素有

“甜蜜之乡”之称的新疆伊犁。实
践队伍奔赴伊犁州霍城县兵团63
团蜜蜂养殖场、黑蜂自然保护区
和新疆黑锋智慧蜂场进行实践调
研，通过蜂农访谈交流、实地考察
等活动了解当地蜂蜜生产、销售、
宣传等相关情况，为蜂农的实际
问题建言献策。

“一天三场直播，发放百余份
问卷，我们终于在展会最后一天
摸到了‘流量密码’！”上海第二工
业大学“特产兴农”三下乡暑期社
会实践团队聚焦的是乡村产业发
展。团队深入田间地头，切实了
解农户在乡村产业中的急难愁盼
问题，组建青年直播电商运营团
队为农产品打开市场，开展电商
助农直播90余场，实实在在帮助
增收。

“7月在家乡贵州调研，8月
自主报名去到了四川甘孜、深圳
等地做志愿服务，9月中旬开学
后，我又将回到校园成为一名大
二学生。”这是大学生郝怡暑假的
行程，她将足迹留在了祖国多
处。走出校园，把论文写在山川
湖海、田间地头，也在调研中了解
行业前沿知识，通过实践习得课
堂外的知识，增长才干，正是很多
人报名参与的初衷。在深入社会
进行调研实践的过程中，能接触
到真实社会并了解不同行业，也
因此，部分同学还期望借由暑期
社会实践完成职业生涯规划，找
到未来就业方向。

“知行·新征程”“知行·经济
高质量发展”“知行·科技创新”

“知行·乡村振兴”“知行·新业态
新就业”“知行·长三角”“知行·国
际化大都市建设”“知行·城市空
间新格局”“知行·一江一河”，这
是2023年“知行杯”上海市大学
生社会实践大赛的9大主题，恰
恰也是给出同学们实践立项之初
最明了的指引。此外，还有部分
同学选择了爱心暑托班志愿者、
走基层、服务社会、挂职锻炼等实
践活动，

青年报记者走访发现，除了
按照9大主题类别分类外，部分
高校紧密结合高校特色和育人
导向，做出更细化的分类。上海
交通大学团委副书记张怡凡介
绍，今年，交大的实践主题为“强
国有我，青春有为——行万里

路，知中国情”，一共组建了1086
支团队，动员12000余名师生，分
赴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开展
形式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引导
各年级学生上好与现实相结合
的“大思政课”。

其中，交大的“党建专项”队
伍以学生党支部为单位组建，按
照主题教育“学思想、强党性、重
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开展专
项社会实践；“就业引导实习实
践”队伍以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
为主，集中到国家重要行业关键
领域的企事业单位走访实践，实
施精准就业引导；“行业教育实
践”队伍组织低年级学生走进专
业对口的国家关键领域重点行业
企业，引导新生形成对所学专业
的立体化认知，培育专业认同感；

“通识实践”队伍则鼓励学生以国
情调研、社会服务、挂职锻炼、暑
期支教、三下乡、返家乡等多种形
式走向社会、奉献社会。

同济大学团委副书记孙羽
捷介绍，今年，同济大学院校两
级共立项328支暑期实践团队，
围绕“筑牢精神根基”“焕发乡村
活力”“谱写城市新篇”“培育时代
新人”四大板块，3046 名同济学
子、225名指导教师奔赴全国30
多个省、市、自治区开展社会实践
活动。其中，还设立了“习近平
总书记国内考察重要足迹寻访
重温”专项、“乡村振兴博士团”
专项、“中外大学生行走看中国”
专项等。

青年报记者向复旦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
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应用
技术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
海中医药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等12所高校参
与今夏暑期社会实践的同学发起
问卷，收到有效样本824份。

乡村振兴、一江一河、行业教
育实践、爱心暑托班志愿者等，
2023年暑假，上海众多大学生走

出校园，把论文写在山川湖海、田
间地头，在调研中了解行业前沿知
识，通过实践习得课堂外的知识。

青年报记者从各大高校团委
了解到，参与实践的人数一般与
学校规模呈正相关，12 所高校
中，各校参与人次在 1500 人～
12000人不等，通常约占到学校
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问卷显示，大学生暑期社会
实践覆盖本硕博全年级段，大一到
大三年级是“主力军”。其中，大一

学生占比24.64%，大二学生占比
35.07%，大三占比21.48%，大四占
比4.61%，硕士生占比12.5%，博士
生占比1.46%。

社会实践不仅对低年龄段学
生有吸引力，每年暑假，部分高校
也还会派出专项博士团队，向社
会各界提供“智囊团”。被称为

“行走在大山深处的白衣天使”的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博士生医疗
服务团今夏照例奔赴祖国偏远地
区，在志愿服务中担当医者使
命。成员们先后赴湖北、青海、宁
夏等地开展医疗志愿服务，用精
湛的临床技术开展医疗帮扶活
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上海中医药大学则组织博士
生服务团赴福建省三明市开展暑
期社会实践，他们为当地居民提
供义务健康咨询服务的同时，还
在三明市开展了“明八味”道地药
材种植基地调研考察，了解农民
群体对中医药的认知和需求，为
乡村振兴提供中医药健康服务和
技术支持。

同济大学于今年暑期发起同
济大学乡村振兴博士团，组织选
派同济大学在读博士生团队，前
往乡村考察、调研，掌握乡村振兴
的需求和问题，为当地乡村发展
提供实际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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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陶嘉炜与新娘

许冉于公历 2023 年 9

月 7日正式结为夫妇。

赤绳早系，白首永谐。

花好月圆，欣燕尔之。

特此登报，敬告亲友，亦

作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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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奋斗，沪上高校大学生绘就暑期社会实践图鉴
随着9月的来临，大学生陆续迎来开学季，许

多同学都难忘这个暑假自己在社会实践中留下的
身影。炎炎夏日里，助力乡村振兴、感知经济发展

活力、厚植家国情怀、下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户进行电商直播……他们借助
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也走进真实的社会。

青年报在最近一周内发起“2023年暑期社会实践”问卷调查，从12
所高校、824份有效样本中解析沪上青年学子绘出的这份暑期社会实践
图鉴。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实习生 李蕙兰

问卷显示，56.55%的学生是
第一次参与大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但并不乏“二刷”“三刷”甚至
是“四刷”的学生。

来自上海海关学院的“关企
共建，瓜藤出海”实践队起源于

三年前的实践项目，2020级海关
管理专业吕一潇9月就要升入大
四，和她一样的还有组内另外3
名同学詹子成、张子辰、轩亚
琦。趁着新政策带来的新机遇，
在指导老师侯彩虹的建议下，他

们重组队伍并吸纳新成员。“第
一次参与社会实践的温楚玥同
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思路，成
为项目破局的重要推手。”吕一
潇表示。

暑期社会实践也是师生的双
向奔赴，教学相长的大课堂。此
次问卷发现，57.65%的队伍配备1
名指导老师，30.46%的队伍配备2
名指导老师，10.07%的队伍由3～
4名老师指导，拥有5名及以上指
导老师的队伍占比为1.82%。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
外语学院团委书记、辅导员罗文
秀今年暑假当了回“特种兵”：一
个月内，指导3支校级重点社会
实践项目，走过沪桂晋三省市，历
时192小时，共计5926公里。“身
体上的疲惫不可否认，但同学们
都很积极，从不叫苦叫累，这是踏
实的感觉！”

本科生是“主力军”，也不乏博士团队

超5成学子首次参与，也有人“二刷”“三刷”

专业培训和指导，促进实践成果转化

玩到了学到了，还产生了社会价值

内容呈现多样化
还有高校推出特色专项

奔赴田间地头
大学生暑期实践的热门选项

参与热情如何？

在做哪类实践？ 乡村振兴有多热？

收获几许？

有什么期待？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聚焦乡村振兴，奔赴田间地头，是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