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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本报讯 作为能源电力特色
鲜明的电力高等学府，上海电力
大学始终聚焦服务国家能源战略
和上海城市发展，始终秉持“立足
电力、立足应用、立足一线”的办
学方针，持续优化“大思政”育人
体系，深入推进“思政小课堂”与

“社会大课堂”全方位衔接贯通，
夯实打造“能源电力特色+社会实
践”育人平台，构建起“政校地企
社”协同育人长效机制。

“电”亮实践育人路
构建多元化育人共同体

为全面提升实践育人队伍
的专业化水平，上海电力大学构
建了“思政教师+专业教师+团干
部”协同联动的“三位一体”工作
机制，重点培养一批兼具扎实理
论功底、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厚育

人情怀的青年骨干教师担任实
践导师，为上电学子提供从项目
立项到实践开展，直至成果转化
的全流程指导体系。上海电力
大学注重挖掘“上电精神”的育
人价值，依托《大学生思政理论
实践》等市级重点课程，形成以

“点、线、面、体”层次化育人新局
面，我校获评市级“知行杯”市大
学生社会实践大赛决赛一等奖2
项等。

“能”聚政企协同力
打造浸入式育人新生态

上海电力大学团委紧密对
接能源电力行业头部企业，深度
对接浦东新区、临港新片区、杨
浦区属地优质育人资源，先后与
国网华东分部团委、华电上海公
司团委、上海电力设计院团委、
临港集团团委等共建青年发展
实践基地。截至目前，全国已建

成百余个校外社会实践基地，为
上电学子走向“社会大课堂”提
供“展示大舞台”。2024年，吴锦
珂等同学赴联合国总部开展实
践锻炼，承接上海市实事项目—
爱心寒（暑）托班，组织255名优
秀学子参与“扬帆计划”，动员
1500余名师生投身滴水湖新时
代文明实践点建设，协调5600余
名上电学生深入社区街道，万余
名同学足迹遍布全国31个省份、
自治区及直辖市，为青年发展型
城市建设贡献上电力量。

“光”耀双碳青春行
谱写能源电力实践新篇章

充分发挥能源电力学科优
势，依托AI赋能新型电力系统找
准服务行业“小切口”，形成“能
源电力特色+社会实践”创新实
践项目。“乘风逐绿”大学生社会
实践团队紧扣“双碳”目标，针对

风电下乡过程中的技术瓶颈问
题，采用“示范点考察+入户调
研+政企访谈”三维调研方法，创
新研发风机叶片不停机智能巡检
系统，探索分散式风电助力乡村
振兴的创新实践路径，以专业技
术解决方案推动乡村绿色能源转
型。“风光电耀”大学生社会实践
团队聚焦崇明区域经济发展需
求，基于电力系统“发—输—变—
配—用”全产业链视角，从“绿电
先行”“绿电赋能”“绿电供应”三

个维度提出解决方案，创新构建
“绿电小马车”发展模式，为新能
源消纳机制优化与智能电网建设
提供实践路径的参考。

2025年是纪念五四运动106
周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3周年。上海电力大学将传承
和弘扬“五四”精神，将社会实践
育人结合能源电力特色高水平大
学建设进一步推向深入，让青春
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中挺膺担当、贡献力量。

上海电力大学：能源电力学科赋能社会实践

提升“大思政”实践育人能级

上海电力大学获评市级“知行杯”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决赛一等奖。
受访者供图

上海市西部计划市级招募系列宣讲走进高校

青春因这个选择“更有意义”

宣讲活动
现场。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本报讯 当人生齿轮卡进西
部坐标，突然开启一段隐藏关
卡，这是西部计划志愿者的“人
生副本”，他们在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加载奋斗的青春。“我要报
名西部计划！”近日，西部计划上
海市项目办陆续走进本市奉贤、
临港、杨浦、松江、浦东等5大高
校集中片区，在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上海电机学院、同济大学、上
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
学等沪上高校举办2025年上海
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市
级招募系列宣讲，近2000名高校
大学生参加，引发热烈反响。宣
讲会通过市级招募宣讲队优秀
志愿者代表事迹宣讲、现场互动
访谈、西部计划政策解读等多种
形式，鼓励更多有志青年将个人
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

上海西部计划项目开展22
年来，已累计派遣3548名西部计
划志愿者赴重庆市、贵州省、云南
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祖国中
西部地区开展志愿服务，报效祖
国、扎根基层、建功西部。广大西
部计划志愿者走进西部，走进基
层，走进乡村，在服务他人、奉献
社会中收获成长和进步，找到了
青春方向和人生目标。

在服务中增进对民族
团结的理解和认同

“在新疆服务的那段时间，
是我人生中最难忘、最宝贵的时
光。”华东政法大学在读研究生
郭臣臣曾于2023年参加西部计
划。当地工作条件相对艰苦，但
人民的热情和淳朴深深感染了
她，“语言不通、环境不熟悉，我
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没有退
缩，而是积极向当地群众学习，
努力适应新的环境。”无论是协
助开展社区活动，还是在当地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她都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去完成。

通过与当地群众的密切接
触，她深刻体会到了他们的需求
和期望，也更加坚定了服务的决
心。服务期间，与各族群众共同
庆祝传统节日，分享彼此的文化
习俗成了她工作之余最期盼的
事情，“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我
的生活，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新
疆的多元文化魅力，增进了我对
民族团结的理解和认识。”

三年坚守成为人人夸
赞的基层团干部

“在青春的岔路口，我离开
了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上海，跨
越2200多公里，奔赴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来自上海中侨职业技
术大学的韩烨星在2020年主动
报名西部计划，服务于云南省曲
靖市，一坚守就是三年时光，在
这个被他当作第二家乡的地方
镌刻下青春印记。服务期间，韩
烨星迅速从一名大学生转变为
基层团干部，常被大家称赞是个

“细致、专业、贴心的上海小伙子”。

在听到基层团干部反映对
业务不熟悉时，他便分层分类精
准调研，了解基层干部业务短板，
针对性地开设课程，讲授团的基
础理论和实践操作，全面提升基
层团干部服务青少年的能力。在
志愿服务期间，他自发开展“情暖
沪滇·爱心助学”公益行动，为当
地孩子们搭建起一座联通更多资
源的桥梁。他表示，“非常感谢西
部计划，给了我一个实现自我价
值的平台，让责任和担当成为我
青春最鲜亮的底色。”

以身作则引导学生更
关注西部发展

2018年，作为复旦大学第20
届研究生支教团的队员，王正娴
前往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
吉县的三合中学支教。志愿者
们所教的两个年级四个班级共
有103名学生，历经九个月完成
了对所有学生的家访工作，“如
果说在学校教书，我们看到的是
当地学生的发展情况，那么家访
就是更加深入了解祖国西部的
人们生活日常。”在一年中将近

半年都在下雪的西北山区，大家
尝试过走山路，但因路途过于遥
远和崎岖而被迫放弃，最终村里
有位好心的司机师傅每周末开
车送他们去家访。

如今，她继续在复旦大学做
着辅导员工作，也带了一批新的
学生，他们作为未来的临床医
生，也开始自发组织起来面向西
部地区的健康科普活动，制作了
一系列科普短视频、科普小卡片
等内容，通过愈发发达的网络和
快递，将“为人群服务”的上医精
神不断传递下去。她表示，“这
一年的支教生活教会了我学习
如何用心对待每一位学生，这段
经历已经成为了我人生中最重
要的一笔财富。”

与学生们一起感受志
愿服务的温柔力量

“为何不通过基层工作的沉
淀，来感受中国社会的底部纹
理，从而为以后的学习和职业道
路积累更多的经验呢？”来自上
海外国语大学的何欢在毕业时
这样问自己，最终她成为了第25

届研究生支教团成
员，也是上外第25届
研支团队长，服务于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
河区。本科阶段学的
是阿拉伯语，研究生阶
段转学法律，她没想过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
作”竟是面向五个班级
的高中生，连续一年教
授一门叫作“生涯规
划”的课程。一位同学

追出教室问她：“何老师，我想学
法律，可我太感性了，是不是不
适合？”她用自身经历告诉这位
同学：“感性不是劣势，而是理解
世界的一种能力。”这是一次用
心连接彼此的过程。

在临别之际的最后一课，她
在市场上精心挑选了五盆植物，
文竹、龟背竹、芦荟、鸭脚木、绿
萝，送给五个她带过的班级，每
一株植物都代表着她对每个班
级的理解与期许，“但那一天我
没有给出这些理解的标准答案，
因为我希望他们由此看见了更
大的可能，在陪伴中成长，是志
愿服务最温柔的力量。”

[报名方法]
本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招募工作已于 3 月启动，

2025 年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

生或在读研究生，可通过微信公

众号“西部志愿汇”（菜单栏中的

“我要报名”）或登录西部计划官

方网站（http://xibu.youth.cn），在

西部计划报名系统中进行注册、

填写报名表，报名截至 5 月 10

日。已报名学生将先后通过资

格审核、校级初试、市级复试、体

检筛查等环节进行层层选拔，在

完成以上环节后于 7 月中下旬

起，分批赴祖国中西部地区开展

1至3年的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