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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东华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简  报 
第（三十八）期 

共青团东华大学委员会                         2012年9月5日 

2012年东华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报告 

2012年夏，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

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精神，响应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共产主义青

年团成立 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充分发挥社会实践作为加强和改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途径的优势，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东华大

学团委组织开展了以“我的青春我的团”为主题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本次实践活动紧密围绕“迎接十八大召开”和 “纪念建团90周

年”两大主题，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的积极作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深入了解基本国情，

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在社会实践中得出正

确的社会观察结论，为基层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真正实现“受教育、

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 

本次实践活动在充分发挥自身专业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结合社

会发展的新形势，组织和策划了形势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

今年的实践方向囊括了“喜迎十八大召开宣传调研实践活动、纪念建

团 90周年实践活动、大学生科学发展观实践服务活动、博士生地方

经济发展服务活动、大学生关爱农民工子女服务活动、社区科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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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等十一类，得到了全校团员青年的踊跃参与。全校有146支本

科生社会实践团队和 41支研究生实践团队奔赴祖国各地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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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聚焦基础教育，科技服务信息化建设”的研究生

团队，也有立足于上海，探寻大学生村官现状的社会实践活动。 

一、实践活动开展的方面和总体情况 

此次实践活动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大学生红色文化寻迹及宣传实践活动。组织大学生骨干围

绕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和建团 90周年，到全国各地有代表性的不同

类型的大、中、小城镇中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深入基层举办各种形式

的宣讲活动，宣传红色经典文化，弘扬红色精神。 

（2）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实践活动。组织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开

展未成年人的素质教育活动，包括思想道德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健

身、读书读报、网络指导、社会实践等活动；深入街道居委，帮助社

区策划、协调、组织、指导开展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各类活动；为街

道居委提供体育健身、医护健康、文化艺术、科学普及、学习指导等

项目指导员。 

（3）大学生科学发展观实践服务活动。组织大学生深入基层，

广泛宣传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开展科学发展观学习创

意实践行动，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研究运用科学发展观解决经济

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组织硕、博士研究生深入工厂、企业、

科研单位，发挥智力优势和专业特长，在技术改造、科技攻关、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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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企业管理等方面提供服务活动。组织大学生开展专项课题调研，

进行科学研究，在社会实践中提高科研水平与创新能力。 

（4）大学生科技兴农服务活动。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在前期必要

调研联系的基础上，根据定点联系点的生产生活实际需要，以举办农

业知识培训班、远程信息服务、现场指导等方式，传播推广农业实用

技术，解决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5）大学生文化宣传服务活动。组织大学生暑期文艺演出队，

精心编排一批基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贴近基层生活实际的文艺节目

到农村巡回演出。组织开展“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丰富基层群众

的文化生活等。 

二、实践活动的组织实施 

（一）校团委高度重视、周密部署，为暑期实践活动顺利开展提

供保证。 

2012年暑期，结合本年工作重点和政治形势，紧密围绕“迎接

十八大召开”和 “纪念建团90周年”两大主题，确定了以“我的青

春我的团”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面向全国，以学习宣传党的十七

大以来精神、迎接十八大，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和纪念建团

90周年为重点的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二)发挥学科优势，确保按需立项、双向受益。 

各学院充分发挥学科特色、人才优势和已有的品牌项目及团队，

结合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抗震救灾的实际需要，以“按需设

项、据项组团、双向受益”为原则，共组织和策划了 187支暑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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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团队。其中本科生146支，研究生41支，其中“知行杯”市

级立项团队14支，全国重点项目团队1支，市级重点团队3支，校

级重点团队58支。他们用实际行动表达自己对于伟大祖国的热爱之

情，重走革命道路、宣传党团知识、支教偏远山区、深入基层挂职

锻炼、开展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就业实习⋯⋯多种形式的实践活

动，让广大青年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三）做足准备工作，保障实践团队顺利出行。 

校团委根据各学院实践团队的组织情况，统一为重点团队制作了

队旗并为团队成员发放了队服。在团队出发前，针对实践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问题精心制作了出行指南，并发放到每个团队队员手中，以确

保实践团队的安全，对各团队队长开展了实践培训。 

（四）跟踪团队动态、实时进行网络报道。 

在实践过程中，校团委安排专人负责与实践队伍保持联系，设立

了专门电子信箱整理、反馈信息和编辑实践简报，并指派专人负责管

理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网站上的东华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博客。全部

实践团队在新浪和腾讯上建立了团队微博，及时更新发布实践信息，

实践团在微博平台上共发布信息近万条。校团委也通过网络的及时反

馈与动态体系，实时关注实践团队、实践动态、媒体报道以及学生参

加社会实践活动的个人心得体会，做到及时掌握实践进展，全面反映

实践情况，详细汇报实践成果。实践活动过程中，校团委共编辑《2012

年东华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简报》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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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活动的几点思考 

2012年东华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关注国情，结合时势。东华

学子在实践中求真务实，利用专业特色服务社会，实践工作集中体现

出一些特点，也触发几点思考。 

（一）严格遵循“按需设项、据项组团、双向受益”。 

今年，我校的暑期社会实践工作严格遵循“按需设项、据项组团、

双向受益”的工作要求，积极引导各学院充分认识组织开展大学生暑

期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落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各项具体

举措。团委早在 4月份便开始了暑期实践的前期工作，筹备期间深入

了解当地的需求，结合专业特色，提高了活动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二）切实加强“三个推进”。 

校团委从项目申报、队伍组织、制定方案、预审答辩确定重点团

队直到出征仪式，切实加强领导，并切实加强“三个推进”。 

推进“三个依托”：为了更好地加强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管理和指

导，建立以“团队+导师+项目”为依托的支撑架构。引导学生根据专

业和课题需要自由组织团队，为学生社会实践提供人力资源支持；聘

请热心的专业指导教师为学生社会实践提供智力支持和长远发展指

导；采取项目化运作模式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提供载体支持。 

推进社团型社会实践：充分发挥社团学生自身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以及大学生社团干部的能动性和示范性，让学生在自主的实践活动中

提高能力和素质。例如华阳自强志愿者协会开展的“大学生支教服务

活动”实践活动、彩云之南协会开展的“让春城解渴，赴沙溪圆梦” 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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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大理市支教活动、镜月诗社开展的“我们的校园，我们的文化”

赴江浙沪高校文化调研实践活动及绿手印环保协会开展的“观垃圾分

类，探推广之策”实践活动等。 

推进“三维”实践基地：鼓励大学生充分结合区校、村校、校企

共建服务活动，在区县、农村建立社会实践基地。例如纺织学院“迎

十八大纺泰山锦色，校企联合织家乡蓝图”赴山东泰安暑期社会实践

团深入纺织企业，关注家乡经济发展；材料学院“科技推进转型，实

践促进发展”赴福建晋江产学研结合调研实践等；结合科学商店项目，

利用假期时间继续服务社区、服务民众。例如信息学院科学商店“村

民改居民身份变迁适应调研”赴洞泾镇海欣社区调研实践等；努力与

社会相关企业建立创业实践基地，将学生在创业计划竞赛、大学生课

外科技作品竞赛等各种竞赛中的作品和创意应用到创业实践中去。例

如建立“东华－海天轻纺集团创业实训平台”、“东华－江苏苏美达

家纺实业有限公司实践平台”，引导学生在平台中出真知、出成果。 

（三）始终注重“细分群体，分类指导”。 

全校各级团组织深入了解实践需求，始终注重细分群体，分类指

导，将社会实践同学生自身发展、地方经济现状和社会实际需求相结

合，坚持低年级本科生以支教服务社会、形势宣讲、了解民生、志愿

服务、锻炼身心为重点；高年级本科生以深化专业、挂职锻炼、就业

见习为重点；硕博士以科技兴农、服务地方经济为重点，力求形成一

套完善的实践活动体系。注重发挥学生的学科优势，引导学生依托专

业平台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让科技成果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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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报：校党委、团市委 

送：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研究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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