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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东华大学委员会                      2012年7月12日 

 

要闻聚焦 

调科学推广之现状，研商店发展之未来 

                  ——东华大学科学商店总店开展暑期社会实践 

7月5日开始，以“调科学推广之现状，研商店发展之未来”为

主题的东华大学科学商店总店暑期社会实践团带上厚厚的问卷、足足

的干劲和满满的信心，拉开了火热的暑期社会实践的帷幕。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实践团分为两个小分队同时进行，通过问卷

调查、居民座谈和领导访谈等多种形式对东华大学科学商店旗下的

18家门店进行现阶段工作情况的了解，对东华大学科学商店五年来

的工作进程进行总结分析并对今后发展道路进一步探索规划。 

在实践过程中，街道、社区中负责东华大学科学商店工作的领导

和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地接待队员，对科学商店的工作做出客观评价并

提出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在访谈的过程中，方西居委会的翟书记对

该社区的生活化学咨询服务部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提出了

自己的见解与建议；兰桥居委会顾书记与队员们进行了一次内容深刻

的交流，内容着眼于科学商店的管理模式与活动内容，并列举了其他

学校的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天山街道的周老师非常认真地与队员们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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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了社区科普宣传现状，认真客观的评价了珠宝鉴定与检测服务部在

该社区开展活动情况，也提出了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华阳街道的华老师对这阶段的工作表示

了高度肯定，大家了解到，在活动组织、人事交接及对居民的了解等

多方面信息技术服务部（计算机）在此的门店的工作都非常出色。老

师们还对东华大学科学商店的管理模式进行了相应的了解，强调大学

生科普活动要持久明确，要做出自己的特色，要注重活动在居民中的

反响，并表示会对科学商店今后的活动给予更多的支持。 

7月9日，实践团队员对东华大学科学商店首家综合性门店—虹

桥街道门店进行走访。作为首家成立的综合性门店，将是下学期科学

商店工作的重点之一，为了使工作顺利展开，实践团和街道双方对活

动方式、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沟通，整个过程中，大

家充分感受到虹桥街道领导对科学商店相关活动及今后发展的重视

和期望。 

在与街道、社区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沟通中，部分门店还特意举办

了居民座谈会，使队员与居民面对面的交流，以更好地熟悉科学商店

工作现状，调查工作服务情况，更直接地接收到来自居民的需求与问

题反馈。在此次实践中，队员们采取了很多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方式，

很直接也很深入，对科学商店进一步明确今后的工作方向有很大的促

进作用。除了工作人员访谈和居民座谈会外，本次暑期实践还包括对

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分为两部分，包括东华大学科学商店

门店所在社区和在市区内随机分发。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了解各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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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情况，另一方面也了解其他没有接受服务的市民对科普工作的认

知程度。 

炎热的天气为问卷的发放造成了一定的不便，出来活动并愿意填

写问卷的居民并不是很多，然而这完全没有使实践团队员们的热情有

丝毫消退，大家想尽各种办法，走过尽可能多的小区与街道，找到更

多的居民去完成任务。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抱怨热或者累，队员们都

在齐心协力的完成工作，当看到居民填写问卷的时候，看到厚厚的已

填问卷的时候，所有的汗水都化作喜悦，化作大家继续努力的动力，

各街道、社区负责联系的老师也给予了大力帮助。 

在队员们的努力下，7天来共发出调查问卷 1000份，有效问卷

723份。问卷发放过程中，志愿者们展现了良好的素质与态度，得到

了居民的一致认可，同时居民也为实践团的工作给予了全力配合。队

员们虽然有些辛苦，却收获很多。 

7月9日，在实践即将接近尾声之际，在泰晤士小镇居委会的支

持下，为社区内的小朋友们开展了一场关于垃圾分类的讲座。讲座过

程中，小朋友们很配合，积极参与互动，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小

朋友们也学到了不少知识，这恰恰体现了科学商店和社区“双赢”的

合作关系。此次活动为这次的暑期社会实践增添了一笔亮丽的色彩。 

到目前为止，东华大学科学商店总店的暑期社会实践工作基本完

成，后期将进行数据整理和总结工作。通过本次社会实践，无论是实

践还是队员得到的收获都颇丰。队员们对于科学商店今后的发展与管

理模式上有了新的思考，同时队员们在如此高温酷暑之下，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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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也展现了东华大学学子的精神面貌。希望在接下来工作和生活

中，队员们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内容，再接再厉。相信通过本次

暑期社会实践，东华大学科学商店的工作一定会更进一步，取得更大

的成绩，发挥更大的作用。（撰稿 王悦 李蔚阳 顾奂翔 张晓冬） 

 

一线速递 

再访金飞虹，明合作意向 

——纺织学院赴泰安社会实践团 

7月 10日，纺织学院赴泰安社会实践团继续在泰安金飞虹织造

有限公司开展实践工作。在实地考察该公司生产车间的基础上，实践

团一行 12人在团队顾问宁方刚博士、鲁普耐特塑料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张功明先生的指导下，与泰安金飞虹织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刚、

副总经理刘来国主要就麻类产品进行了交流，并探讨了公司现存的生

产问题和发展方向。 

公司李总对金飞虹织造有限公司做了简要介绍，该公司以麻类产

品为主导，以大提花技术为依托，主要加工家用纺织品和织锦产品。

麻纤维作为天然纤维之一，绿色环保，有很大消费市场。在发挥麻类

产品优势的基础上，公司也充分发挥特长：生产差异化产品。除开发

纯麻产品外，也进行了棉、竹炭纤维、大豆纤维等其它功能纤维产品

开发，并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新型纤维的开发生产，目前定向为

甲壳素纤维与牛奶纤维；在现有纺织产品基础上，生产其它领域的纺

织品，包括床品、拒水拒油厨房用品、防辐射产品、婴幼儿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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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实践团队员与李总、刘总针对麻类产品进行了交流。麻类

产品具有很好的抑菌性，但同时穿着刺痒感是制约麻织物应用的重要

问题，用碱液进行毛羽处理会造成产品 PH值超标，用酸处理后性能

保持时间短，而酶处理则会使生产成本大大提高。因此，麻织物毛羽

产生的刺痒感是该公司亟待改善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针对公司现存的生产问题和发展方向，实践团队员与两位总经理

进行了详细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实践团队员们对公司产品问题的深入分析，不仅掌握了宝贵的实

践生产资料，受益匪浅，同时每位队员积极运用所学专业知识为公司

现存问题出谋划策，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提出建议，切实发挥了产学结

合的作用。（纺织学院/杨沙沙） 

 

追溯本源 重拾民艺 传统扎染 寻悉传承 

——化工学院赴江沪滇科学发展观实践服务团 

7月 11日，踏着大理昨夜留至今晨的雨露，化工学院赴江沪滇

科学发展观实践服务团开始了一天的寻找民族手工艺之旅。 

团队乘车来到远近闻名的白族扎染村--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刚

下车还没来到扎染作坊，就能看到村口巷子里，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数

不胜数的布艺品和各种小工艺品，可谓不见其物先闻其“声”。大理

白族扎染技术是从唐初尚未成熟的织锦术由民间发展到上敬宫廷，至

明朝达到空前盛况。民国年间，纺织业方面的专业寸涌现，如喜洲街，

龙街，右所街，头铺街等。而纺织业的兴盛和发展又带来了染布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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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为了村民维持生计、养家糊口的一项重要传统产业。周城村

传统的染布业主要是浸染扎染布，平面布，两面布，印花布这四个品

种，其中扎染布最负盛名。 

进入扎染作坊，铺天盖地而来的是花型各异的染布。实践团找到

一位作坊的主要负责人，他讲起，解放前，村子里70%的人家都做扎

染。苍山上的溪水流下来，家家户户便在门前支起大木桶的染缸，用

活水漂洗经板蓝根染过的布料。周城人的稀奇之处在于祖祖辈辈会扎

花。祖辈上传下来三五种花型（图案），比如蝴蝶、梅花、毛虫，女

孩子从小看着看着就上了手，变成一种生活习惯。 

在作坊外面，大幅大幅的已经完成扎染的布沿墙悬挂着，花纹传

统而经典，远远望去，形成一道强烈坚挺的风景线。仿佛这些屹立在

这片土地上的染布在向游人诉说着这个保存至今的扎染历史故事。团

队无一不被这片风景墙感染了。边听着介绍，团队一行人围着工艺流

程绕了下来，队员们看到扎布、纹样设计等都是由人工完成，而且为

上了年岁的老人居多。 

然而，变化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发生的，今天，哪怕是在白族

扎染的正源周城，要找到纯粹用板蓝根染制的扎染工艺品也很少了。

剧了解，板蓝根染一周才能出来的东西，使用化学染料只消一两天，

而且生产成本低。当国营扎染厂解散之后，作坊散落在村落中，各自

掌握着周城扎染中最动人的核心技术。这些人近年来成为周城中先富

起来的人，各自开起染坊。如今周城的2500户人家，只有17户从事

扎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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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等周城村中的板蓝根重新长起来的时候，扎染天然生动的

本源会被人们重新认识。作为传统技艺的扎染，是否会在这个时代里

与设计潮流接合，或是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中继续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传

承下去，仍然在艰难探索路途里。（化工学院/黎丽莹） 

 

深入家庭 深度调研 

——东华大学团委调研中心“关注留守男孩危机，谱写青春美好未来” 

赴江苏徐州纪念建团90周年实践团 

    7月 8日，东华大学学生调研中心“关注留守男孩危机 谱写青

春买好未来”赴江苏徐州纪念建团九十周年实践团的队员们抵达徐

州，并按照预定的计划依次走访了徐州市团委周末课堂，徐州市鼓楼

区永康社区留守儿童家庭，徐州市纺西社区未成年人快乐驿站。 

    7 月9日，上午九点，徐州市鼓楼区永康社区团委书记热情地接

待了到访的实践团。知道团队成员的来意后，她接受了团队成员的访

问，并亲自带领团队成员走访社区内部的留守家庭。通过这次与留守

儿童及其家人面对面的交流，团队成员不仅了解到留守家庭抚养孩子

不易与辛酸，也被他们直面困苦、认真生活的生活态度深深的打动。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困苦，但同时也有各自坚守的理

由。多年如一日，他们平凡而努力，困苦却不懈怠的认真生活，听着

他们的诉说，看着他们的笑脸，淡淡的感伤和深深的感动在团队成员

心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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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中国，留守儿童的问题已经愈发严重，拮据的家境和不完

整的父母爱，随时有可能阻碍他们的求学之路亦或是成为他们人生路

上的羁绊，但团队成员相信，只要唤起社会对他们更多的关注，只要

有更多人发现他们，为他们大声疾呼，就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向他们伸

出援助之手，共建和谐平等社会。（人文学院/吴文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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