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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数学学院“蜜枣”志
愿服务团队深入枣庄市孟庄镇，用

实际行动奉献青春力量，用所学知
识服务乡村振兴。

在为期 12 天的“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中，志愿者们分工合作，有
的利用所学专业技能协助镇政府的
工作人员进行数据统计；有的参加
村镇小学的支教活动，带领孩子们
学知识、做游戏、参观红色景区；有

的深入乡村向老年人普及防诈骗知
识，为他们包饺子、做家务等。

志愿者纷纷表示，本次实践之
旅虽然短暂，但收获的不仅仅是课
外知识，更是对乡村振兴的全新理
解和对专业肩负责任的重新认识。

据悉，自 2016 年成立以来，“蜜
枣”志愿服务团围绕关爱社区、义务
支教、环境保护等主题，开展了 100
余次社会志愿服务。

多彩实践践行责任担当
阴 通讯员 盖康

又是一年暑假时，自动化学院学生
张在瑶对他期待已久的社会实践活动
展开了具体行动。大学以来，张在瑶一
直想在自己的家乡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了解和感受家乡的乡村振兴进程，为家
乡的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今
年暑假，张在瑶与 14 名志同道合的同
学，组成“电赞服务团”社会实践队伍，
来到了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开展乡村
振兴助力活动。

8 月 10 日，团队一行来到了临朐
县农业局，在这里深入了解临朐县乡村
振兴具体举措。8月 11 日，实践团队来
到了临朐县隐士村进行实地调研，通过
问卷、走访以及村史介绍，团队成员了
解到，隐士村依托柿子资源，“柿”业正

发展得红红火火，特色旅游产业初具规

模，全村已基本形成吃、住、游、购、娱的
现代化产业链条。根据乡村发展状况，
实践队员们还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制
作一些文创产品、开发新产业等。
之后，团队成员来到了临朐县润恒

大樱桃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这里，实践

队员对自己所学的自动化专业有了更
深刻的感受。同学们了解到，目前临朐
县种植的大樱桃推广了风炉加温、水肥
一体化、微灌滴灌、电子驱鸟、自动放风
等技术，同时引进智能化生产管理设

施，建成了潍坊市首个集数据采集、技
术服务、市场信息等为一体的设施大樱

桃大数据平台。
作为一名自动化的学生，同学们在

实践过程中纷纷表示对传感器和自动
一体化樱桃挑选装置十分感兴趣，大家
先后使用了土壤测量传感器，温度、湿
度测量传感器，曾经那些枯燥的知识都
生动地展现在这个智能樱桃大棚里。大
家还参观了自动一体化樱桃挑选装置，
面对这台机器，实践队员们争先恐后地

提出问题和模拟改造，在锻炼自身劳动
能力的同时，也巩固了专业基础知识，
培养了专业学习兴趣。
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们也对能不能

用所学知识对当前的设备进行更新问
题进行了讨论。实践之后同学们进行了
研究，对此提出了一些建议：通过卡尔
曼滤波算法和低功耗模式降低能耗，保
证设备的续航；对传感器表面进行镀铬
处理，可提高电导率和防止生锈，延长
使用寿命，降低成本；通过阿伦方差来
衡量传感器精度，防止传感器精度降低
带来的误差影响。
张在瑶表示：“在实践中，我们感受

到自动化为农业带来的益处，增强了运
用所学专业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把专业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
阴 通讯员 李俏

“马石山十勇士就是通过下石硼
村，转移救出 1000 多名群众，村里
至今还保留着早期共产党员秘密联
络站、兵工修枪组旧址、隐藏被服的
秘密山洞、救治伤病员的老房子
……”机电学院“梦耀中华”服务宣
讲团成员杜晓宇向前来参观的游客
声情并茂地讲解着“红色密营”里的
军民鱼水情。几天前，杜晓宇对“红
色密营”下石棚村背后的革命故事

还是一知半解，在村支书的介绍下
重温了那段饱经风霜的岁月，并被
革命先辈的英勇无畏所触动，他经
过几天几夜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加
入到了下石棚村的志愿讲解队伍。

杜晓宇只是“梦耀中华”服务宣
讲团红色宣讲的一个缩影，今年暑
期，机电学院“梦耀中华”服务宣讲
团再次启程，以“红色耀中华，薪火
代代传”为主题，在黄河流域的红色
教育基地中学习调研宣讲，用实际
行动传承红色基因。

从 7 月到 8 月，团队走进威海
乳山的“红色密营”下石硼村、八路
军胶东军区机关旧址，学习胶东军

民勠力同心、英勇抗战的光辉事迹；
踏足巍巍沂蒙山，探索隐藏在西墙
峪村的“齐鲁利剑”和“铜墙铁壁”；
探访武汉安老人、邵泽信老人，深刻
认识“以信念指引方向，以担当诠释
使命”的真正内涵。

队员们纷纷感叹，“在新时代，
我们更需要积极学习红色文化，让
革命精神和先辈遗志更好地传承下
去。”同学们自觉承担起宣传宣讲责

任，形成了四期优质的红色主题微
团课及多篇宣讲稿件和推文，并陆
续在相关平台进行发布，为进一步
弘扬齐鲁大地上的优秀红色文化发
光发热。

该宣讲团队指导教师、机电学
院团委书记樊玉华介绍：“今年是
‘梦耀中华’服务宣讲团成立的第七
年，作为校团委连续多年立项的重
点实践团队，宣讲团在延续之前红
色研学活动的基础上，线下研学和
线上宣讲相结合，深入挖掘和传播

红色文化，引导广大青年学深悟透
革命精神，让红色文化在广大青年
心中生根发芽。”

一场“走心”的红色宣讲之旅
阴 通讯员 曲岩秦梦

这个夏天，经管学院的大学生们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养殖园区、种植园
区，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知识服务乡村振兴。据悉，经管学院今年暑期组织
了 75 支实践团队，分别前往广西、贵州、陕西、山东等地开展多形式、多主
题的社会实践活动。该学院多年不断完善社会实践育人的模式体系，推进
社会实践与思想引领、就业实习、校地共建、创新创业等工作深度融合，探
索形成“社会实践+”新模式。 （霍梦茹）

暑假一开始，交通学院“通心相
随”支教团的 8 名志愿者来到了柳
林镇郎庄村，与 30 余名乡村儿童开
启了一段“爱”与“知识”的碰撞。

在为期 3 周的支教生活中，志

愿者发挥专业特长，开展了一系列
素质拓展、美育等特色支教活动，他
们创新课堂形式，组织开设了趣味
英语、奇思妙想学数学、趣味语文、
生活中的物理、百变生物、音乐美术
等基础课程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红

色知识宣讲、自护教育等特色课程，
向孩子们传递温暖，引导他们努力
学习，树立远大理想。

课堂上，志愿者注重开拓孩子
们的眼界见识，遵循寓教于乐的原

则，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在红
色教育课上，志愿者通过讲述红色
事迹、观看红色影片，培养孩子们的
家国情怀；在趣味数学课上，志愿者
通过趣味游戏、互动提问的方式，带
领孩子们领略数学的魅力。

乡村来了一群“大朋友”
阴 通讯员 王万楠杨金朝

这个暑假，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刘鑫罡印象最深的事是在农村的菜园
里“学知识”。他和“共富路上·青马先
行”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团队的同学一同
走进“中国蔬菜之乡”寿光，以“走近智
慧农业，感悟科技与思想的力量”为主

题，聚集学科资源优势，打造了一堂鲜
活接地气的“大思政课”。

在寿光，调研团队进大棚、进企业，
问菜农、访市场，感受共同富裕视域下
寿光农业产业化的蓬勃发展，在现场上
了一堂行走的思政实践课。

为什么能用“菜篮子”实现经济快
速发展？这是调研团队进三元朱村前的
最大疑问。“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在群众
需要我的时候，就得勇敢地站出来！”从
村支书王乐义常说的这句话中，同学们
找到了答案。

刘鑫罡说：“红色引擎驱动绿色发
展，三元朱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全面
振兴，村级带头人是‘最大的变量’，党
建引领是最有力的纽带。”
“航天同款”“草莓味西红柿”……

直播间里介绍的正是稻田镇崔岭西村
的“致富果”。“一眼看上，一吃爱上，一
生难忘。”这是团队成员品尝后的评价。
近年来，优良的品质让“崔西一品”的品
牌越来越响，也让崔岭西村的村民腰包
越来越鼓。崔岭西村十年精彩蝶变之旅
的背后，得益于村党支部坚持走党建引
领，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以产

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的“崔西路子”。
团队还深入田间走访农户，在田间

地头看变化，亲身感受乡村幸福生活，
感悟乡村振兴取得的显著成效。

在寨里村，同学们看到工作人员拿
出手机登录智能化综合管控系统，轻轻

一点，雾化的水汽从空中的管带喷洒向
农作物……这是赵春江院士团队专门
打造的新型智能玻璃温室大棚里的高
压喷雾系统。调研团队还实地参观了让
农业生产实现“一键自动化”的 120 多
项自主研发专利技术。这些先进农业技
术，让大家深切感受到农业只有面向科
技前沿，才能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团
队成员王怡静深有感触地说：“这是科
技兴农的探索，更是科技成果用到乡村
振兴的结晶。”

盛夏时节，绿意盎然，走进屯田西

村，干净整洁的街道，错落有致的绿植，
配套齐全的文化广场……一幅治理有
效、文明和谐的美丽乡村新画卷正徐徐
展开。

在屯田西村，社区实行一楼一长制
度，靠楼道长模范带头作用辐射全楼道
向善向好。此外，社区还制定“最美庭
院”“红旗楼道”评选活动，以奖代惩，激
发居民的集体荣誉感。与其说屯田西村
是一个“村”，不如说它是一个时尚的新
社区。团队成员武凤婷说：“夯实文化活
动阵地，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屯田
西村走出了一条文化聚能产展、引领振

兴的新路子。”
团队指导教师张英胜表示，把课堂

搬到田间地头，让同学们在一线看新时
代乡村振兴的成效，变化的是思政育人
的场域，深化的是教学模式与思政课程
相融相促的成果。

队员们纷纷表示此次调研之行很
受教育和启发，上了一堂带着“泥土味”
的思政课，读懂了“共同富裕”“乡村振

兴”和“两山”理念的深刻内涵，学到了
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常春介绍，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学院不断创新思政
课建设，借助“三下乡”等实践育人平
台，着力推进“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
课堂”有机结合，引导研究生上好理论
与现实相结合的“大思政课”，在社会大
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带着“泥土味”的思政课更加入脑入心

暑假，他们的课堂在田间地头
阴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9 年，土建学院组建“燃梦
支教”团队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十多年后的这个暑假，12 名“燃梦
公益”实践团队成员奔赴河南省濮
阳市南乐县西邵乡，踏上三尺讲台，
点亮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支教队员白天教课，晚上查资料
修改课件，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
为做好支教工作做了充分准备。也正

是队员们的真心付出、耐心教导得
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一致好评。

在业余休息时间，队员们也做
了许多有意义的事，如升国旗、大扫
除、维修老旧设施及举办李崇疃小

学第一届“嵙嵙燃梦杯”运动会、辩
论赛等。期间，队员们还参观冀鲁豫
军区纪念馆、革命先烈旧居，深刻体
会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
精神和冀鲁豫边区军民英勇抗战的
革命情怀。
“短短几周的教学，一定会给孩

子们播种下求知的种子。”曾经受助
过的廖同学说，他在小学的时候受

到支教团队的帮助，慢慢积累知识，
长大后以“老师”的身份加入支教行
列，回馈乡村教育，像当初的“老师
们”一样去帮助孩子们更健康茁壮
地成长。

支教点亮孩子们暑期生活
阴 通讯员 张方源 张泽同

测绘学院“逐梦乡村，遥领振兴”
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于 8 月 17 日至 18
日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三下乡”活
动，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行动力，走
进山东省邹平市明集镇社区，展开遥
感科普之旅，感受遥感与乡村振兴的
碰撞；探访东营市国家盐碱地综合利
用技术创新中心，学习盐碱地振兴的
科技力量；研学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农
业试验示范基地，上一堂现场的遥感
课程。

8 月 17 日，实践团队为明集镇的

小朋友带来了一堂精彩的关于遥感知
识的科普活动。团队成员通过生动的
讲解向小朋友们普及了遥感在农业、

海洋、自然灾害方面的应用，随后组织
小朋友进行神舟系列积木组装游戏让
小朋友从聆听者变为参与者。

在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农业试验示
范基地，大家聆听了关于盐碱地开发
过程中的农作物品种改良及探索的讲
解。指导老师李振海在高粱品种选育
地块进行了无人机操作讲解和光谱数
据获取。他说：“同学们，通过我们课堂
上的多光谱和高光谱数据，可以提供
高粱高通量表型数据，为高粱育种提
供高效、便捷、无损监测手段。”

在研学活动中，同学们研有所思、
学有所获、旅有所感、行有所成，在实
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一堂生动的现场专业课
阴 测绘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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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在乡村小学支教

同学们为小学生开设多彩课程

同学们在乡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同学们在蔬菜大棚里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