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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东华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简  报 
第（二十）期 

共青团东华大学委员会                       2012年 8 月 2日 

 

要闻聚焦 

在援疆实践中成长—东华大学援疆团以专业特色服务边疆

纺织产业发展 

轻盈飘逸、图案丰富、以古老的扎经染色法制成的维吾尔族特色

产品“艾德莱斯绸”，勾勒出新疆姑娘的美丽身段，是维族妇女最喜

欢做衣裙的绸料。这种古老的绸料产业现状如何？技艺有无传承？品

牌市场前景如何？另外，新疆如何实现从全国最主要棉花生产基地到

主要棉纺产业基地的华丽转身？这中间需要解决哪些问题？上海高

校能为新疆纺织产业发展做些什么？带着诸多疑问，7月，53名东华

师生从繁华的东部都市走进辽阔的西部边疆，深入新疆多个地区开展

社会服务，活动已申报为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重点项目。 

    活动最初是东华大学纺织学院院长邱夷平教授去年初在他的网

络个人空间上提出来，得到了学生们的积极响应，这才有了援疆团的

建立。团员从纺织等相关学科的本科、硕士、博士生中招募筛选来的，

其中还有 11名塔里木大学与东华大学联合培养生，4名新疆大学的

学生。从招募、组建、培训到出征，邱院长都全程记录，邱院长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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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并身体力行参加了男生9000米，女生6000米长跑的体能训练，“援

疆”这个词，通过网络空间，呈现出一个个形象的画面。 

      给自己“找罪受”的社会实践收获良多 

    为了更好地开展援疆团实践活动，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的学生们也

费尽了周折。“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交通、餐饮、住宿，需要了解

当地基本情况并与对口高校和企业充分沟通，”援疆团学生团长、博

士生葛烨倩感叹，“这个过程让我成长了 10岁”！在经过了招募、

座谈、动员、培训等长期、复杂的准备之后，援疆团完成了所有的前

期工作，于7月初，兵分科技培训和纺织品设计两路开始了为期近一

个月的实践征程。 

    “虽然有维族同学的帮助，但问卷调研十分辛苦，一上午每人只

能完成几份问卷，大家都忍着高温，克服语言障碍，耐心向受访者说

明每个选项的意思。”负责调研工作的博士生古丽斯坦说。民族纺织

品设计队的队员们在完成第一项问卷调研任务时，就经历了很多意想

不到的困难，但队员们坚持完成了符合统计分析要求数量的问卷发放

与回收，掌握了艾德莱斯绸产业近况的翔实数据，更重要的是，通过

和当地各民族群众的交流，队员们亲身体验了边疆的巨大变化，了解

了边疆各族文化，同时结识了很多可爱的维族朋友，增强了民族团结

意识。 

    “虽然是新疆人，以往却没机会研究过家乡特有丝绸产品的生产、

销售情况。”家住乌鲁木齐的维族队员莎拉依丁说，这次暑期社会实

践让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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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我们是在给自己找罪受，调研做得越深入，

困难越多，越辛苦。但对于我们来说，吃苦换来的收获非常值得，非

常有意义。”邱夷平教授认为，这项关于艾德莱斯绸产业发展和销售

现状的调查结果，为政府相关部门今后制定调整相关政策和企业调整

生产思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培训与实习并行，队员与企业共成长 

    出发前，东华纺织学院党总支书记崔运花就勉励队员们：要明确

分工，针对新疆纺织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献计献策。因为有了上

一届援疆团对新疆 50多家纺织企业实地调研的基础，本届援疆团针

对新疆丝棉资源丰富、棉纺产业具备规模且近期内计划大发展，然相

关技术支撑不足，本地科研力量薄弱等具体问题，带来了解决方案。 

    员工和技术人员奇缺、员工专业素质低是限制新疆棉纺织产业发

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援疆团將此次援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培训

员工和基层干部，同时也让学生对新疆企业和纺织生产工艺流程有一

个初步的了解。由纺织学院院长邱夷平教授、纺织工程系主任汪军教

授、张初阳教授、青年教师许福军博士以及精心选拔的在读博士生和

硕士生组成的培训团队，给3家大企业的几十名基层干部开办了为期

一周半的纺织和企业管理基础理论的培训班，组织了考试，并颁发了

结业证书。同时，援疆团师生还进入车间一线实地考察和学习，将平

时积累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具体的操作机械上，虚心向工人师傅求教，

也在了解生产工艺过程当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行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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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企业生产和研发的实际需要，挖掘出一批潜在的产学研合作科

研项目。 

    队员们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受到了当地企业职工的

欢迎。新疆地区的纺织龙头企业鲁丰棉业公司总经理李景全说，援疆

团对企业一线员工的系列培训，让大家深入了解了纺织产业的最新技

术和管理模式，提高了技术素养和专业知识水平，切实为企业解决了

生产上的一些问题。 

    纺织学院院长、实践团发起人和总指导邱夷平教授说，本期援疆

团主要完成了两大任务，一是博士生、研究生要为企业基层员工带去

了最新的先进纺纱工艺理论和企业管理理论知识，并且让维族学生发

挥所长，进行汉维双语培训，每次培训结束都要写一份对企业的建议

书，解决新疆纺织产业发展面临的技术问题和人才问题；二是帮助当

地企业开展科学研究，同时也让低年级同学深入生产实践，向一线工

人师傅学习，將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和生产实际结合起来，将自己

培养成为产业发展需要的卓越工程技术人才。校团委书记韩哲宇说，

今年是中国共青团建团 90周年，多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标

志着东华大学和新疆高校、企业合作升级，学生们也提升了自身实践

能力和专业素养。 

         用暑期实践成果服务社会 

   “虽然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暂告段落，但是延伸出的很多政产学研

用项目才刚刚开始，学院会尽可能将调研成果和实践成果实效化。”

邱院长的感悟道出了团队师生共同的心声，与对口企业、学校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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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效化是援疆团最重要的工作目标。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与农一师阿拉尔市人民政府以及诸多企业签

订了一系列《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龙头企业新疆

鲁泰丰收棉业有限有限公司李总对东华学子提出了自己的希望与意

愿：“鲁丰公司地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对人才和技术的渴望

比内地更甚。新疆棉纺对中国棉纺行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纺织学

科是东华的老牌重点学科，本公司所属的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中

国棉纺行业的龙头企业，东华大学可以通过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和科

技成果转化等方式参与企业建设，助推新疆棉纺产业，甚至新疆的全

面经济发展，实现“校企合作、产学双赢”。” 

    东华大学援疆团除了得到学校相关领导的鼎力帮助，还得到新疆

当地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援疆对口的新疆大学和塔里木大学，

以及上海市援疆办、浙江省援疆办等的大力支持。团队还特邀中国工

程院院士周翔、孙晋良、郁铭芳为名誉顾问，校特聘教授、美国加州

大学终身教授徐纯中为技术顾问。许多援疆团成员在离开新疆的途

中，表达了毕业后能有机会再来支援新疆建设、投身基层的心愿。 

 

[解放日报等]兵分四路援疆 一路辛劳收获更多——东华

大学暑期援疆团满载而归（图） 

[解放日报]纺织援疆团会师“沙漠大学” 

    本报讯 （记者 徐瑞哲）昨天，沪疆两地高校联合组织的大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队各分队齐聚阿克苏地区，在距首都最远、离沙漠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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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学——塔里木大学会师。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以“发扬兵团屯

垦精神，振兴新疆纺织产业”为主题，由东华大学学生以及新疆大学、

塔里木大学来沪交流生等为主体，赴北疆、南疆多个地区开展社会服

务，被申报为全国重点项目之一。 

    据东华大学纺织学院院长邱夷平教授介绍，新疆丝绵资源丰富、

产业具备规模，但相关技术支撑不足，本地科研力量较弱，为此纺织

援疆团师生深入走访当地大型企业，探索应用国际最新的数字化纺织

质量控制技术，以维汉双语对一线员工等进行专业培训，与企业共同

设立并申报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时，东华教授队伍在塔大南疆干

部培训中心讲学，从事学术对口支援。此外，另一支艺术实践分队分

别在乌鲁木齐、吐鲁番、库车、阿拉尔、喀什、和田等地展开调研，

采集民族特色的纺织品素材，用于纺织设计与市场推广。 

（来源：解放日报 时间：2012-07-10 记者 徐瑞哲 通讯员：段然 邱

登梅）   

 

[新民晚报]兵分四路援疆 一路辛劳收获更多 东华大学暑期实践团

满载而归 

从上海到新疆，坐火车长途跋涉，边走边看大漠风情；下车间动

手实践，体验棉纺工人的辛苦；穿越沙漠，挑战个人的潜能⋯⋯十八

天的援疆之旅，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的师生收获良多。日前，第二届东

华大学援疆暑期实践团圆满地结束了新疆之行。  

  本届东华大学援疆暑期实践团兵分四路，赴阿克苏、喀什、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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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等地展开培训、技术援助、文化调研等系列工作。  

  到一线发现问题  

  上午9时，对于晚上11时才彻底天黑的新疆来说还是清晨。东

华援疆团同学们和新疆大学、塔里木大学的几位同学分组三个小分

队，下厂实习了。大家一边看，一边向工人师傅讨教。联发小分队的

同学学弹棉花，打棉铃，从实践操作中发现了问题——“大量的飞花，

不成形的筒子，高频率的断头⋯⋯”小分队决定连夜写合理化建议书。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院长邱夷平十分肯定大家的努力，“有问题才有用

武之地”。 

  新疆丝棉资源丰富、整体产业具备规模，但是由于相关技术支撑

不足、科研力量较弱。东华大学援疆团除了深入企业，进行实习和培

训员工外，更请博士生、研究生为企业基层员工带去专业理论知识及

新型纺织专业知识。针对性极强的讲座，既传授了先进知识，也是对

同学们的锻炼。由于小组成员生病，研一同学赵朋伟“临危领命”，

紧急备课，完成了精彩一讲，赢得阵阵掌声。  

  寻找丝绸新灵感  

  朱锦程是纺织艺术设计大二学生，父母在新疆库车矿山上工作。

作为采风的第四小分队成员，她顾不上回家，只能和下山赶来的父母

匆匆见了一面，就跟随大家继续捕获灵感。“在新疆大学同学的带领

下，我们去大巴扎（集市）做问卷调查，在维族同学的帮助下，全面

了解了传统的艾德莱斯绸的制作工艺。”  

  在吐鲁番博物馆、汉代城市遗址交河故城，大家感受这片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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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令人敬畏的智慧。师生们借此收集一些特殊的素材，为纺织品的

艺术设计创作打下基础。“我们走的是古丝绸之路的一段，既要了解

历史，更想向世界介绍传统的丝绸文化，并将之发言光大。”大四女

生曾妍一路走一路看，心里一直揣着这样的远大理想。他们了解了艾

德莱斯绸的制作工艺，接下来就是要将这种传统技艺放入自己的设计

理念，“美的东西要让全世界知道。”  

  感受老知青精神  

  到了新疆，不能不看胡杨林，在塔里木河大桥边的上海知青纪念

林，同学们感受当年十万上海知青奔赴边疆，奉献青春和热血的建设

豪情。让援疆团全体师生最难忘的是在沙漠的野外生存训练，黄沙扑

面，让大家感受到了建设新疆的艰难。  

  短暂的援疆之行给大家留下太多美好回忆，正如东华大学援疆团

微博上说的：“阿克苏华孚，生活了9天的地方，这里记载了太多。

留下的是大家认真实习的身影，带不走的是馕与酸奶的美味搭配，随

我们而去的是大家纯粹的友情。” 

 （来源：新民晚报 时间：2012-07-25 记者 王蕾 实习生 陈安 通

讯员：段然 邱登梅） 

 

[青年报]东华纺织援疆团对接“沙漠大学”   

本报讯记者 刘昕璐 沪疆两地高校联合组织的大学生暑期社会

实践队各分队近日齐聚阿克苏地区，在距首都最远、离沙漠最近的大

学——塔里木大学会师。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以“发扬兵团屯垦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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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振兴新疆纺织产业”为主题，由东华大学学生以及新疆大学、塔

里木大学来沪交流生等为主体，赴北疆、南疆多个地区开展社会服务，

为帮助新疆纺织企业培训职工和进一步产业调研。 

（来源：青年报 2012-7-18 记者 刘昕璐 通讯员：段然 邱登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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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处、教务处 

发：各分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