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 

——巢湖学院 2021 年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报告 

 

今年，巢湖学院精心组织了“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的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主要围绕党史学习、理论宣讲、国情观察、乡村振

兴等方面，结合长三角高校大学生重走革命路专项、学校环巢湖“一院

一镇一品”志愿服务行动专项，组建国家级重点团队 2 支，校级重点团

队 66 支，院级实践团队 100 余支，6000 余名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

社区街道、厂矿企业，尤其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区、革

命传统教育基地，开展走访调研等百余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践

活动，引导和帮助巢院广大青年学子切身感受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以来的历史成就与变革，在观察实践中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

推动思政课堂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上好与现实相结合的“大思

政课”，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着力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充分发挥“三下乡”实践育人实效，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 周年。 

一、机制体制再健全 

（一）学校成立由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任组长，团委、宣传部、

学工部、教务处、马克思主义学院等为成员单位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工作领导组和长三角高校大学生重走革命路社会实践专项承办领导

组，领导组办公室设在校团委。印发《巢湖学院 2021 年大学生志愿者

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实施方案》。校院两级党政领导参

与“三下乡”活动启动仪式，并多次到基层看望实践团队成员。 

（二）积极承办长三角高校大学生重走革命路社会实践专项活动。

学校根据团省委工作要求，校党政领导牵头，校职能部门协同参与，

积极研讨制定红色专项活动承办方案，师生联动通力合作，顺利圆满



完成长三角高校大学生重走革命路社会实践专项活动启动仪式、三省

一市团队申报材料收集整理等相关承办工作。来自江苏省、浙江省、

安徽省和上海市的各大高校共遴选推荐百余支红色专项重点团队参与

本次活动，活动受到人民网、中国青年报、安徽日报、安徽新闻联播

等媒体关注报道。 

（三）编印《巢湖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工作条例》，科学设

计实践内容与评价体系，建立完善的实践活动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实

践活动的层次、质量、实效和影响，实现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课程化、

项目化、基地化、社会化和品牌化。分层分类召开校级重点团队指导

教师、团队负责人及志愿者代表社会实践活动动员大会、项目申报培

训会、宣传专题培训会等会议，广泛发布社会实践通知、组织实践团

队在“三下乡”官方做好网络报备工作。 

（四）分类选拔培育优秀项目参与实践。常态化开展环巢湖“一院

一镇一品”志愿服务，遴选培育优秀项目参与暑期实践；以党史学习教

育为契机，以挑战杯、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等专业赛事为载体，征集遴

选党史学习、科技创新、志愿服务类优秀项目参与实践，以“做”促“学”，

及时转化教育教学成果，形成常态化实践育人长效机制。 

（五）制定《巢湖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安全须知》，开展社

会实践安全教育专题培训会，为校级重点团队青年志愿者统一购买保

险，建立健全社会实践每日安全报告制度，各团队设置安全员负责安

全提醒、突发事件预案制定与落实工作。开设实践流向网络签到打卡，

根据形势动态调整安全预案。 

二、育人举措动新招 

（一）纳入人才培养方案 

将暑期社会实践纳入学校实践育人教学环节，设立第二课堂必修

学分，设立专项经费。提高专业教师带队比例，选派优秀教师指导实



践，将第一课堂与育人第二课堂有机融合，把社会实践打造成学校培

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平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课堂，赋能学生

成长。 

（二）做好“四个坚持” 

1.坚持育人为本。坚持从思想政治引领出发设计开展活动，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谨记铸魂育人使命，牢固树立实践育人思想，把

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作为首要任务。 

2.坚持联系实际。围绕活动主题，充分考虑本校学生特长、学校

特色和地方需求，充分考虑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就近就便统一组织、

分类实施，提高社会实践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影响力。 

3.坚持整体推进。充分调动当地政府等校内外各方面积极性，做

好统筹协调，体现活动融合度，服务于个体发展、学校发展和社会发

展，实现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树形象等四个目标。 

4.坚持统筹兼顾。围绕“高水平地方应用型大学”办学定位和学校

“十四五”规划，处理好学校实际与地方需求、品牌传承与活动创新、重

点组团与全员参与等关系。 

（三）做好“四个结合” 

围绕“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主题，以上好与现实相结合的“大思

政课”为主线，将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专业学习”“服务社会”“就业发

展”相结合，着力打造一个主题、一条主线、四个结合的“114”模式。 

1.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将社会实践作为学生思政教育的生动课堂，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实践教育全过程，创设实践教育载

体，搭建实践教育平台，建立实践教育基地，引导青年学生在社会实

践中广泛接触劳动群众，熟悉了解民众思想，真正树立群众观念和服

务意识，从而有效扩大党的青年群众基础。 

2.与专业学习相结合。结合专业所学开展专业社会实践，将第一、



第二课堂有机融合，将“互联网+”“挑战杯”“三创”挑战赛等高水平学科技

能竞赛与社会实践项目有机融合，在培养学生能力、提升综合素质基

础上，开展“一院一镇一品”志愿服务行动、暑期“三下乡”、西部计划等

专项社会实践，努力实现实践活动与专业学习相互促进、学生综合素

与服务地方能力双提升。 

3.与服务社会相结合。结合社会需求，与地方团市委、乡镇、街

道、厂矿社区、企事业单位合作共建，发挥学校人才优势，开展社区

服务、敬老助残、教育帮扶、生态环保等社会实践活动，重点服务环

巢湖区域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服务于和谐社会

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 

4.与就业发展相结合。引导学生在观察实践中了解国情社情和国

家发展战略政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就业环境和行业前景，形成

积极、正确的求职意识。结合学生就业需要，开展职业规划培训、人

才市场调研、就业创业课题调查等社会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就业创

业技能。 

三、实践内容显特色 

（一）红色江山红色路，青春力量青春行 

组建“长三角高校大学生重走革命路专项”校级重点团队14支，150

余名学子以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壮大的红色足迹为主线，重温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复兴之路，在观察实

践中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感受辉煌成就，传承红色基因。 

1.重走红色足迹，追溯红色记忆。“追先烈足迹 赓续革命精神”实

践团跨越两省三市，在淮北、宿州、徐州等地以淮海战役为主线参观

红色遗址，追溯红色记忆；“重走‘延乔路’ 重温觉醒年代”实践团追寻“延

乔兄弟”革命足迹，走访调研安庆红色资源，缅怀革命先烈，重温“觉醒

年代”；“礼赞美丽乡村 共赴乡村振兴”实践团探访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小岗村以及金寨县大湾村，在观察实践和学习体验中感悟农村改革发



展的红色足迹和伟大成就。 

2.访谈红色人物，挖掘红色故事。组建“光荣在党 50 年 薪火相传

守初心”安徽省先进党员访谈实践团，团队成员分赴马鞍山、滁州、六

安、巢湖等地寻访“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获得者，对“劳动模范”王庭

兰、老年教育终身名师李义文等 9 位先进老党员进行专访实录，了解

他们参与祖国改革和建设的故事，记录他们对中国共产党这一光荣身

份的高度认同和衷心追随，传播他们的滚烫初心，感受他们的荣誉感、

归属感、使命感，学习弘扬他们实事求是的精神思想和老一辈革命志

士为党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 

3.讲好党的故事，体悟红色文化。组建 3 支党史学习实践团和 4

支理论宣讲团，将学习党的历史和讲述党的故事相结合，深入基层群

众，面对面开展小规模、互动式、有特色、接地气的宣讲活动，受到

了机关干部、普通群众和中小学生的普遍欢迎。在中垾镇、散兵镇等

地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调研环湖十二镇红色文化资源，探索环

巢湖红色文化资源的时代价值和经济价值，对环巢湖红色文化资源的

规划与保护提出建议，深刻体悟地方红色文化。 

（二）“一院一品”显特色，服务乡村助振兴 

以环巢湖“一院一镇一品”志愿服务行动为主要载体，组建“一院一

镇一品”专项实践团 9 支、乡村振兴实践团 8 支，服务黄麓镇、白山镇、

柘皋镇等环湖 12 小镇，深入田间地头，组织开展科技支农、科普宣讲、

调研献策、志愿服务等形式的实践活动，宣传推广智慧蔬菜大棚、无

人机遥控喷洒农药等知识，广推科技振兴，调研特色产业发展情况，

聚焦产业转型升级，深切体会国家精准扶贫、基层建设等政策对乡村

建设的巨大影响，深刻感悟脱贫攻坚伟大成就，鼓励青年学生踊跃参

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三）观察国情社情，感受强国力量 



组建 8 支国情社情观察团，开展环巢湖流域河道治理、环巢湖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对大学生人才需求调研等各类参观考察、国情调研、

学习体验等活动。其中，红色专项团队赴江苏省牟家村、永联村等地

开展美丽乡村考察学习，聚焦农村改革重点领域，深度调研江苏省美

丽乡村发展过程中涌现的优秀党员、先进支部，总结江苏省乡村振兴

实施经验，学习其发展模式，为安徽省深化乡村振兴改革提供思路，

活动受到《安徽日报》、安徽学联等媒体的关注报道。 

遴选 60 名学生骨干赴巢湖市直机关、安巢经开区、马鞍山等地挂

职锻炼，围绕机关日常工作、社区治理、文明创建、党建团建等方面

开展实践工作，引导青年学生在实习实践中了解国情社情。 

（四）关爱特殊群体，延续教育关爱 

学校共组建大学生教育关爱服务团 11 支，依托“汤山爱心学校”“七

彩课堂”“蚂蚁助学”“七彩课堂”等品牌项目，选拔专业基础扎实、教学技

能过硬的优秀学生担任支教教师，为庙岗乡童坛村、散兵镇谢王村等

地留守儿童及务工者子女开展学业辅导、亲情陪护、素质拓展、法律

知识普及宣讲等形式的爱心服务。其中，“汤山爱心学校”教育关爱服务

团连续十五年开展志愿支教，用专业知识为留守儿童提供教育帮扶。 

（五）弘扬优秀文化，绽放时代魅力 

组建 5 支文化艺术服务团分赴栏杆镇、银屏镇、南苑社区开展“奋

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为村

民们带来舞龙舞狮、体育舞蹈等精彩的惠民展演节目。“画里乡村”文化

艺术服务团在银屏镇三胜村以建党 100 周年为主题开展红色文化主题

墙绘活动。其他文化艺术服务团结合专业学习开展峏山杨中医、巢湖

民歌、家疃村传统村落等中华传统民俗文化挖掘工作，搜集资料走访

调研，发挥专业优势制作动画宣传视频，设计专题宣传手册，通过新

媒体平台进行传播宣传，弘扬和提升传统优秀文化的时代价值。 



四、媒体传播成矩阵 

实践活动期间，学校有组织、有步骤、有重点宣传“三下乡”活动，

利用校园网、团委网、微信等平台发布实践动态，努力提高实践活动

的影响力和学校美誉度。在学校团委官网和官方微信平台“汤青之声”

分别开设“三下乡”专栏，其中官网推出报道 91 篇，微信图文推送 68

篇，累计阅读量超 45000 余次。截至 9 月 11 日，巢湖学院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部分媒体报道共计 1100 余篇，“三下乡”官网中青校园共计投

稿 685 篇，推送巢湖学院“三下乡”优秀作品报道 228 篇，其中实践纪

实 71 篇、实践图片 80 篇、感悟收获 54 篇、实践视频 18 篇、实践报

告 5 篇。组织“长三角高校大学生重走革命路专项”实践团在团省委、省

学联微博微信平台积极投稿，深度参与。同时人民网、中国青年报、

安徽日报等媒体均有关注报道。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代。2021 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之际，巢湖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充分突出育人实效，将思想政治引领放

在首位，在青年学生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鼓励广大青年通

过社会实践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

披荆斩棘、历久弥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

气、骨气、底气，激励广大学子矢志艰苦奋斗，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不负党和人民，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