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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聚焦 

我校187支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蓄势待发出征 

6月25日，“我的青春我的团”2012年东华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出征仪式在松江校区隆重举行，187支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蓄

势待发出征，奔赴祖国各地开展实践活动。校党委副书记浦解明出席

并讲话。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教务处、研究生部、学生处、校

团委等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各学院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仪式。 

浦解明在讲话中指出，学校非常鼓励和支持同学们利用暑期实践

的机会走近人民群众，扩大视野，发挥才能，在艰苦中砥砺品格、在

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奉献中实现价值。他意味深长地嘱托同学们，要

在实践中做到“虚心、尽心、精心”，主动向人民群众学习；要用心

感受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成就，深刻理解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要充分发挥所长，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具体实践，提高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注意出行的人身财产安全，切实增强安

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确保实践活动的安全顺利开展。 

校团委书记韩哲宇介绍了今年我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



情况。今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以“我的青春我的团”为主题，紧密围

绕“迎接十八大召开”和“纪念建团90周年”开展，实践活动包括喜

迎十八大召开宣传调研实践、纪念建团90周年实践、大学生科学发展

观实践服务、博士生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大学生关爱农民工子女服务、

社区科普服务等11类。活动得到了全校团员青年的踊跃参与，187支

队伍中，本科生社会实践团队146支，研究生实践团队41支。这些团

队中既有奔赴新疆、解决新疆人民在纺织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的援

疆代表，也有聚焦“基础教育科技服务信息化建设”的研究生团队，

更有立足上海、探寻大学生村官现状的社会实践活动。 

会上，教务处处长吴良宣读了2012年东华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重点团队名单。与会嘉宾共同为本次实践活动的重点团队授

旗。 

重点团队代表们还将代表自己团队的五角星贴在中国地图上自

己将奔赴的目的地，象征着东华大学实践队们的足迹将如星星之火

般，遍布祖国大江南北。队员们表示，自己将不负学校重托，通过实

践活动增长才干、实现自身价值，让东华精神在实践中焕发光芒。 

 

一线速递 

心系气象，共创金州 

 ——东华大学信息学院“青春实践科学发展，信息创新金州气象”

赴大连金州新区气象局实践团 



2012年6月26日，东华大学信息学院研究生暑期实践团一行9

人，驱车前往大连市金州新区气象局，开始第一天的实践活动。 

金州新区被誉为“神州第一开发区”的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区，

位于大连市东北部，距离市区27公里。多山地丘陵，海岸线130公

里，海域宽阔，地理位置重要。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海洋性

特点，平均温度10℃、平均降水量687毫米，日照时间较长。冬无

严寒，夏无酷暑，宜居城市。实践团希望通过对气象局的参观和访问，

让实践团成员更加深入地了解大连气象事业的发展，了解气象预报和

灾害预警在工农业生产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着重研究如何提高灾害

预警的准确率。 

早上9点，实践团来到了金州气象局，在程局长的带领下，参观

了气象监测室，并热情地向实践团成员们介绍了金州气象事业的发展

情况以及气象局在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方面作出的许多贡献，并耐心

地回答了同学们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程局长为实践团成员们详细讲解了，气象局所有数据的整

个收集过程。即从现场监测站采集到的数据，如温度，辐射，湿度，

气压等，实时传输到省级气象中心，经过专家的审核，在确认无误的

情况下，返回给地方气象站。因此，在金州气象监测室里，可以一目

了然地知道金州区的实时气象情况，为百姓的出行提供便捷。 

关于金州区的灾害预警，程局长一筹莫展。因为，在现有的技术

条件下，灾害预警仍需要人们搜集数据，判断未来几天是否有灾害的

发生。人工预警数据量大，操作过程繁琐，需要有相当专业的气象人



才来提供技术支持，这就阻碍了地方气象局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如

何提高灾害预警准确率是金州气象局发展的一大难题。实践团成员们

在讨论之后，给出了建立一个灾害预测模型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也

得到了在场的气象技术人员的肯定，希望实践团成员能在实践期间为

他们继续出谋划策。 

随后，程局长又为实践团成员详细介绍了长周期天气预报不准确

的原因。天气预报的预测模型是由六个主要因素组成的偏微分方程组

所决定的，而该偏微分方程式无法求得解析解。所以在实际运用过程

中，我们只能求得该模型的数值解。对于这样一个近似求解，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使误差逐渐累计，导致预报精度的下降。 

通过今天的社会实践，使我们对气象工作有了大体地了解，为今

后的实践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信息学院/吴伟哲） 

 

深入访谈 初识丝绸 

——管理学院“岭南丝绸纺华章,锦绣品牌铸辉煌”赴广东深圳社会

实践团 

6月26日，管理学院“岭南丝绸纺华章,锦绣品牌铸辉煌”赴广

东深圳社会实践团正式开始了第一天的实践活动。上午 11点，团队

成员身着统一的白色队服，来到了管理学院所在的旭日楼，采访了纺

织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庆良教授。 

顾教授几十年来凭借对纺织行业的浓厚兴趣，进行了不少深入的



研究。在许多问题上，顾教授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我们的研究

主题，顾老师更是笑谈道：“你们肩负着历史性的责任”。通过此次

访谈，同学们对于丝绸行业有了初步的了解，收益颇丰。 

顾教授认为中国丝绸行业近年来从销售、品牌各方面来评价，都

是每况愈下的。这种状态的原因可能来自多方面，新型材料的盛行产

生了替代作用，人们对于丝绸行业的认识在逐渐改变，品牌营销薄弱，

以及国家在品牌的运作发展上存在着一些问题等等。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的丝绸产业需要振兴！ 

广东省历来是丝绸产业较发达的地区，有着进出口的贸易优势，

毗邻广西养蚕业的地理优势，那里不乏许多丝绸品牌发展的成功案

例，顾老师鼓励我们积极学习与思考，总结成功的经验。 

对于丝绸产业的振兴与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顾教授提出了几点

自己的看法。第一，重创企业技术，企业需要提高印染技术、创新设

计、与高端品牌联盟，对发达国家进行追赶；第二，重振中国丝绸传

统工艺水平，运用独特地面料、花样取胜；第三，重拾中国丝绸文化

内涵，珍视中国传统的美学观、文化积淀，并以此为理念弘扬中华民

族古老文明。 

最后，顾教授用 “有所为，有所不为”为行业协会的角色进行

了定位。一方面，协会应该发挥其职能，加强企业之间的联系，以及

与其他协会的联系。同时，企业不应过度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对企业的

发展进行干涉。 

结束了上午与顾教授短暂而有意义的访谈，团队成员下午电话连



线了身在北京的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杨骏，中国丝绸协

会秘书长——钱有清。鉴于两位协会主要成员都比较忙碌，结合前面

几次与团队成员面对面的交流，实践团也获得了不少珍贵的信息。 

杨秘书长说道，丝绸在整个纺织中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但是却

是重要的部分。中国的经济自丝绸之路起就与丝绸结下了不解之缘，

丝绸产业的发展更是与民族的历史与发展相互促进。从丝绸产业的层

面上来说，钱秘书长肯定了东南部沿海地区丝绸品牌与终端产品的发

展，尽管与西方存在一定差距，但是与中部地区相比较，东南部具备

完善的设计、制造技术。目前东南部正通过东桑西移和东丝西移进行

升级，以带动中西部产业的发展。 

实践第一天，上海的访谈活动在轻松的氛围中结束了。明天，团

队将踏上征途，对丝绸产业进一步深入探究。（管理学院/俞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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