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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闵行区颛桥镇新建成的
得客会体育中心内，一个个背着或提着网
球拍的老年朋友，他们都是来参加第三届

“来伊份”杯上海市老年网球协会女子双打
暨丙级男子双打比赛的网球爱好者。

得客会体育中心网球馆的15个片场
上，大家捉对较量，比赛规模和阵容可谓豪
华。赛场上，银发翻飞，参赛者挥拍追逐，
活力四射；赛场外，加油鼓劲，队员们喝彩
鼓掌，热情似火，快乐无比。老年网球运动
所呈现的火爆，出人意料。本次赛事上年
岁最高的参赛者、76岁的上海市老年网球
协会副秘书长龙彦森的一番话，道出其中

原委：“我现在一般打球一周三次，每次两
到三小时。老年网球，不是竞技体育，而是
快乐运动。”龙彦森说自己打了60多年的
网球，不打不快乐。

作为上海市网球协会老年网球专委会
S1000系列赛事，本次比赛吸引来自全市
25家网球俱乐部的近200名队员参赛，分
为女子双打、丙级男子双打两大项。所有
参赛队员按网球能力分级，比赛则采用4
局无占先制。比赛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
持续到晚上7点。最终，决出了男女双打7
个年龄段的冠、亚、季军。

文/孙宇峰

这场老年网球大赛，活力四射！

青年报见习记者 朱彬

本报讯 大学并不是只有上课，大学也
并不是只靠考试成绩说话。社会实践是大
学生践行“知行合一”的绝佳舞台。在2024

“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中，
400多支大学生队伍闯进市级决赛。其中，
华东政法大学的一支五人本科生队伍突出
重围，拿下了为数不多的项目特等奖。他
们聚焦新业态从业者社保参保的课题极具
现实意义，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

知之深，行之始
每年“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

践大赛的决赛竞争异常激烈。别人大致
很难想象，一支来自华东政法大学的五人
本科生团队，竟能成为一匹黑马——和这
支队伍展开最后竞争的各大高校队伍，大
多由20名以上的队员组成，部分甚至是博
士生队伍。

在最终公布结果之前，张佳煜心里其
实也没底——他是这支五人本科生小队
的“队长”，华东政法大学大三学生——毕
竟，一年前跟着学姐第一次参加“知行杯”
比赛时，他连校级层面的筛选都没通过。
此次作为项目负责人和答辩选手，为了能
在决赛当天发挥出最佳水平，张佳煜前一
晚熬了一个通宵修改演示稿，准备在正式
答辩前给评委提交了一份新的材料，包括
重点摘要、政策宣传手册和案例分析报告。

张佳煜和队友李江鹏第二天一早8
点赶到答辩场地，但抽签被分到最后一
组。李江鹏回忆起当时表示“手心一直出
汗”。但8个小时的等待时间，他们丝毫
不敢懈怠，反复排练、打磨演讲稿、预设提
问并设想好答案，最终得到了四位评委老
师的共同认可。“选题好”是当时评委老师
的一致评价。其中一位在政府部门任职
的评委老师直言，他们研究的选题和政府
工作十分契合。

他们的项目《新业态从业者社保参保
何以提质扩面——基于上海市骑手的实

证调研分析》是以上海市外卖骑手退保现
象为切入点，深入调研了上海市新业态从
业者社保参保现状，并从多维角度提出了
针对性对策建议。

张佳煜是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大三学生，这个选题
的诞生和他的专业有直接关系。此外，日
常点外卖时，张佳煜也会关注外卖骑手这
一群体，并注意到上海市新业态从业者参
保比例较低的问题。他希望改变这一社会
现状，为完善上海市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新
业态从业者参保提供借鉴方案。

在他的带领下，团队代表华东政法大
学获得特等奖，这也是华政在这一比赛
中时隔六年再次斩获该奖项。比赛结果
给张佳煜树立了极大的信心，他透露，明
年 3 月可能会继续带领团队参加“挑战
杯”比赛。

行之笃，知之成
大一暑假第一次参加“知行杯”社会

实践比赛，张佳煜由于经验不足，大多时
间只是听从学姐安排。而在去年基础上，
张佳煜此次吸取经验教训，扎实开展实地
调研，从今年五月开始搜集论文文献、政策
文件和采访报道，与同学提出最初想法，到
七八月份正式在上海浦东新区、普陀、松
江、闵行等各区开展调查，全程调研为期近
半年时间，最终形成了八万字的项目书。

此次转换项目负责人身份，张佳煜在
整个过程中充分发挥群策群力和团队协
作的精神，一方面注重交流沟通，听取队
员意见，激发团员的主动性，另一方面根
据队员的优势特长布置分工任务，预先安
排好每个人的工作内容。

其他4名队员都是张佳煜的同专业

同学。在交流的过程中，队员们各抒己
见，争议是常事。但团队讨论之后，张佳
煜作为项目负责人会做出最终决策。研
究的初步方向大致不变——研究骑手投
保参保的真实现状，研究对象从外卖骑
手、快递员、保洁等新就业形态人员聚焦
到骑手这一新业态从业者；研究内容从社
会保险聚焦到养老和医疗保险。

包括张佳煜在内，五人都有各自擅长
的领域。张佳煜作为队长，负责统筹协调
工作。李江鹏交流沟通能力较强，在项目
调研过程中主要负责线下问卷发放和调查
访谈，中期上百份线上调查问卷的投放，也
是由他与外卖骑手负责人联系，投放至骑
手群。杜长文擅长美工设计，负责宣传册
页排版和答辩演示稿制作。张鑫以摄影见
长，负责实际调研的视频拍摄和细节捕
捉。而朱国元在学术领域颇有天赋，前期
的文献综述和论文总结由他整理。

调研同时，他们又肩负着实习的任务，
开学后又承担着课程压力，有时不得不请
假出门调研。不过最大的挑战在于过程中
不断遭遇拒绝，“被拒绝的次数多到数不
清，一开始很沮丧。”张佳煜苦笑着说，骑手
忙着送单没时间接受采访还好，更多的是
骑手和负责人对他们心存防范根本不愿意
接受采访。一次不行就去两次，两次不行
就三次，张佳煜和队员们摸清骑手们的休
息时间和驿站地点后，主动与骑手们聊天
交朋友，慢慢卸下了他们的心理防线。为
了方便骑手们理解采访问题，他们还不断
调整调查问卷的内容和形式，将原本八页
的问卷缩减至两页，同时将问卷调查改以
口头采访为主，根据骑手的回答记录答案。

在张佳煜看来，一个优秀的社会实践项
目包括三大因素：一是立足于社会现象，契合
社会现实，二是选题的创新性，三是团队协
作。他们的项目正是符合了此三个要素，才
能从院级-校级-市级的选拔机制中脱颖而
出。对他们来说，学校的常规教育难以满足
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需要自己走出课堂，而
社会实践活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点。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昨日，主题沉浸式思政课
“读懂不逝电波的精神密码”在上海东海
职业技术学院匠兴苑学术报告厅举
行。这堂思政课由东海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师团队精心设计与安排，希望
让新时代青年大学生通过学习党史故
事，深入了解党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
红色精神。

中共四大李白烈士故居名誉馆长吴
德胜作为特邀嘉宾，为大家带来主题为
《我和李白一家三代缘》的宣讲。吴德胜
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详细介绍了李
白烈士的革命历程和感人事迹，讲述了
自己与李白烈士一家的深厚渊源，以及
自己多年来致力于传承李白烈士精神的
心路历程。“李白烈士在上海潜伏12年，
源源不断地将重要情报输送给党中央，
为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然
而，在上海即将解放的前夕，他却英勇牺
牲，年仅39岁。”

在交流互动环节，吴德胜就学生代
表的积极提问给予耐心解答，并就红色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隐蔽战线的历史意
义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见解与思考。

东海学院大学生理论宣讲团成员周
毓蕙同学结合之前和同学们一起创作
的“大学生讲思政课”作品《守信仰之
红，创电波之新》，讲述青年学子如何以
不同版本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为创作
素材，使“红色电波”在新时代得到更广

泛的传承与创新。她通过生动的案例、
感人的故事和深刻的思考，展示了新时
代青年对革命精神的理解与传承，展现
了红色革命文化在新时代的活力与创
新。精彩的宣讲赢得了师生们阵阵热
烈的掌声。

“红色电波之所以不逝，是因为我们
有坚守的‘正’——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传承。而传承的形式却要不断创
新，更多创设青春语境、回答时代关切、
以多种传播和呈现形式走进年轻人的心
里。”东海学院马院教师李楠在作课程总
结时表示。

读懂不逝电波的精神密码，引领红色文化传承

知行合一的青春路应该怎么走？
五位本科生逆袭“知行杯”，评委直夸“选题好”

张佳煜与队友李江鹏决赛现场图。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