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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基层，下乡助农

为了减少疫情给水果种植户带来的损失，维护基层群众的利益，落实

乡村振兴的政策，7月20日，广陵学院“劳动支农，服务基层”暑期社会

实践团队来到靖江生祠镇

火龙果生产基地，帮助当

地种植户完成火龙果的采

摘工作。

往年这个时候，靖江

生祠镇的村民们早已完成

火龙果的采摘环节，可是

受疫情影响，今年火龙果

的收获时间不得不一再推迟。得知这一消息后，“劳动支农，服务基层”

团队次日就来到生产基地，并火速投入到采摘工作中。

活动开始之前，队员们进行了统一的培训，还根据培训内容即兴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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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戴手套，枝干刺，别扎到”“左手握果子，右手持剪子”“剪刀消毒

质量好，细致收获打包票”等顺口溜，用有趣的方式确保大家能顺利完成

接下来的采摘工作。

在采摘过程中，团队分为两个小组，各自负责“分离”枝果和包装搬

运的工作。成员们在和种植户的聊天中得知，在靖江，像他们这样因为疫

情导致财产受到损失的农户还有很多，因为雇不起太多的采摘者，辛辛苦

苦种了大半年的果子可能要烂在田里，这是对农产品种植户精神和财产上

的双重打击。在和团队负责人商量后，成员们决定加快速度，尽快完成该

区域的火龙果收获工作，以赶赴下一个

生产基地，帮助更多种植户完成采摘。

团队成员程长安说：“基层服务

永远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们在付出

的同时也能学到很多新知识。比如我

们这次在下乡支农的同时，也提升了

自己的人生价值。村民们也相当热

情，给我们团队每个人的家中都寄去

了一箱火龙果，这可是难得的绿色产

品呢，感谢他们！”

在这次基层服务中，团队成员们

不仅通过自己的劳动解决了种植户的一大难题，帮助农户增收，促进繁荣

富强新乡村的建成，还向公众展示了青年学生的责任感，号召更多人加入

到为人民服务的队伍当中来。

(司徒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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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学子探索蓝印花布的魅力

7月23日，广陵学院“寻访文化传承，追寻传统记忆”暑期社会实践

团队前往江苏省南通市蓝印花布博物馆开展活动。团队成员们事先在网络

上查阅了有关蓝印花布博物馆的相关资料。他们了解到，该博物馆建于

1997年，是中国第一家集收藏、展示、研究、生产、经营为一体的专业博

物馆，是南通最具特色的旅游景点和民间工艺美术教育基地。

活动当天，在博物馆工作

人员的带领下，团队依次参观

了5个展厅，了解了蓝印花布的

起源及其外向开拓与创新发展

的历程；欣赏并学习了蓝印花

布古旧精品及其工艺流程；领

略了古今蓝印花布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

在古旧精品展区，成员们仔细欣赏了蓝印花布制品，并纷纷在此留影

纪念。工作人员在第三展厅开始为成员们介绍蓝印花布的制作流程：“蓝

印花布需要通过刻板、刮浆、揭版、浆布、染色、显色、刮白、晾晒这八

道工序。”工作人员一边讲解一边带领成员们观看展厅内有关制作流程的

图片。在此过程中，成员们加深了对蓝印花布制作工序的理解。

据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等实习基地均落户于

此，目的是传承非遗文化，培养高级传统印染人才。成员们有幸参观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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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基地，并亲眼目睹了蓝印花布的制作全过程。

团队成员李甜慧表示：“蓝印花

布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

每个人都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

在参观实习基地时，有幸目睹到蓝印

花布的制作过程，看着白色布料经过

刻板、刮浆、揭版、浆布、染色等工

序变成一张张美丽的蓝印花布，制作

师傅熟练的手法令人叹为观止，我们

真想亲手试试呢。”

通过本次活动，成员们深刻感受到了蓝印花布的魅力，也希望更多的

社会大众能够关注蓝印花布，为传承这一非遗文化遗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王燕 顾琳）

淮剧：薪火相传，熠熠生辉

由于受到现代多元文化和各种网络媒体的冲击，人们审美情趣转移，

现如今，过去较受欢迎的戏剧文化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淮剧，作为

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珍贵的文化遗产，也面临着濒临失传没落的窘境。

7月22日，广陵学院土电系“淮剧探源·传承”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来

到江苏省盐城市淮剧团，通过对淮剧表演者及淮剧工作者的采访和交流，

进一步了解淮剧，并对后期的淮剧宣传做好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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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幕拉开，灯光闪耀，一场精美绝伦的淮剧表演正式上演。淮剧表演

者画着彩妆，唱念做打，粉墨登场。淮剧虽不如京剧那般被人熟知，也没

有京剧那样的壮观排场，但它却以贴近生活和平易近人的方式，反应着江

淮一带人们的生活状

况。

在观赏完淮剧表演

后，团队便来到后台，

对淮剧表演者进行采

访。团队成员了解到当

今淮剧正面临许多严峻

的问题：一是地方财政

困难，政府对淮剧重视程度不够，相对应的对于淮剧的资金投入偏低；二

是淮剧人才的匮乏，淮剧艺人质量水平有所下降，又少有“新鲜血液”的

注入，导致淮剧整体水平难以提升，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一些颇有成就的淮

剧老艺人相继谢世，一些传统剧目甚至面临着失传的危局。

针对这些情况，团队成员们将资料进行了汇总，下一步将结合这些问

题，制定相应举措大力宣传保护淮剧传统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淮

剧、喜爱淮剧、学习淮剧，并加入到保护传承淮剧文化的队伍中来。

团队负责人张曼巳表示：“我的家乡位于淮剧的发源地之一，盐城。

我在淮剧的耳濡目染下长大，爷爷奶奶作为淮剧忠实的‘戏迷’，时不时

教我唱上一两句。我深切地希望通过我们团队的力量，让更多的人懂得和

欣赏淮剧，让它传承下去。”

（全子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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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老年人尽快掌握智能手机，更快融入到大数据时代，7月23

日，广陵学院“推普脱贫攻坚，云游人文荟萃”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组织开

展了“教老年人学手机”公益活动。团队首先利用“老龄大数据”微信公

众号获得了帮助老人们学会使用智能手机的相关经验和技能。活动过程

中，团队成员们一对一耐心地给老人们展示智能手机的基本操作，主要包

括运用微信、QQ与家人朋友们聊天，网上交水电煤气费等。同时，成员们

还提醒老人要保护好自己的信息，防止网络诈骗等。本次活动不仅将老人

们带入了便利的网络世界，更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心。

（徐姝然）

7月24日，广陵学院土电系“凝固的音符——探索中国古建筑艺术”

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赴山西省晋中市开展活动。团队成员们前往平遥古城、

皇城相府、平遥文庙、华严寺等地进行实地勘察，用相机记录下中国古建

筑之美。成员们还采访了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任毅敏，了解了山

西古建筑保护修缮工作的现状。活动负责人廖嘉心表示：“中国古建筑具

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成就，既是一种物质文化遗产，其建筑魅力和内涵

又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实践活动，能够使同学们领

略到中国古建筑的风采，提高对古建筑保护工作的关注度。”

（李小羽）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社会实践简报 第三期 2020 年7 月25 日

7

7月23日，广陵学院“文明出行，安全第一”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前

往江苏省南京市城管局，协助交警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团队成员们分别

在不同地点向居民们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资料，进行交通安全出行主

题志愿宣讲，同时解答居民们有关交通出行的各项疑惑。针对马路上行

人不走人行道、横穿马路不走斑马线、闯红灯等行为，团队成员们对违

章者进行了规劝与教育。成员余非表示：“居民们长期形成的不文明出

行习惯，通过我们的讲解是很难在一时之间改变的。但是，我们要不断

地向他们灌输安全出行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规范他们的行为。”

（周伟伟）

为助力精准扶贫，7月21日，广

陵学院“汗水耕耘，助农先行”团队

在开展的“走进基层，助力扶贫”暑

期社会实践中，参加了毕节市爱心若

水公益协会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据

悉，本次活动受织金县团委邀请，于

织金县龙场镇开展“产业调整结构，

精准扶贫”助农活动。团队负责人管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社会实践简报 第三期 2020 年7 月25 日

8

育月带领成员们一起，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仓库，进行南瓜的采摘与搬

运，并协助织金县团委领导以及龙场镇党委领导将线上网络与传统种植业

相结合，积极为龙场镇果菜种植农户搭建“云菜场”，利用电商平台，解

决农民蔬果滞留问题，以实际行动助力脱贫攻坚。

（王越）

近日，受连续降

雨影响，重庆市万州

区部分地区出现洪涝

灾害。7月21日，广陵

学院的李志国勇挑重

担，助力救援工作。

因降水过多，河中的

水溢出到了路面上，

为了不让其危及到村民的安全，李志国同当地志愿者们在防汛工作上为村

民们筑起了“青春堤坝”。“哪里有汛情哪里就有共产党员。人民百姓在

防汛一线艰苦奋斗，身为新时代大学生的我们，也应该跟随党的步伐，在

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开出绚丽之花。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是我们

每个公民理所应当做的事情。”李志国这样说到。

（于雅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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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学子清扫街道体验基层生活

看那穿着一身耀眼的桔色工作服，带着扫帚簸箕的人就是城市里随

处可见的环卫工人，或许大家觉得他们微不足道，但没有他们就没有这

美丽干净的城市。为了体验基层生活，弘扬服务精神，7月21日，广陵

学院“勇担时代责任，绽放战‘疫’青春”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走上扬州

大街，开展基层服务活动，我非常荣幸地成为此次基层服务活动中的一

员。

凌晨四点，静悄悄的，街道空无一人，唯有两排路灯点亮了整个街

道，而实践团队已经开始清扫工作了，地面上有落叶、烟头和一些食品

包装袋，可能是昨天下过雨的原因，落叶粘在了地上，这加大了清扫难

度。我只能用扫帚来来回回在地上摩擦来清扫落叶，有时为了加快速

度，甚至直接捡起落叶扔进垃圾桶里。六点左右，我们随着日出直起了

身，锤打因久弯而酸痛的腰。

早上的街道清洁任务结束后，我们还需要清洁垃圾桶。每天早上七

点左右，各个街道都会有卫生清洁车过来收垃圾。夏天，食物腐烂得非

常迅速，垃圾桶散发着恶臭，令人不敢靠近。有些垃圾没有用垃圾袋装

好就直接倾倒在垃圾桶里，整个桶看起来脏兮兮的，周围都弥漫着垃圾

腐烂的味道。我们站在旁边等清洁车清空垃圾桶后，便用刷子刷着垃圾

桶里里外外，清洁完成的垃圾桶整洁干净，焕然一新，也没有臭味了。

参加基层服务活动的我们，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早晚上，打扫街

道还算凉爽，中午天气炎热，我们汗流浃背，衣服湿了数次，甚至还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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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盐分。通过这次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对环卫工人的工作有了更深

入、全面的了解，也更能体会到环卫工人平时的艰辛。我们增强了卫生

意识，更不会随手乱扔垃圾。这次志愿服务活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

充实的。

（高亚亚）

投身抗洪防汛，展现自我价值

今年夏季以来，长江水灾不断，很多良田被洪水无情地冲毁。为

此，我们组成“奉献小我，成就大我”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来到了南京市

溧水区晶桥镇防汛防旱工作指挥部，希望能为抗洪防汛尽我们自己的一

份力量。

在晶桥镇的大河旁，咆哮的河水看得我胆战心惊。河水无情地拍打

着岸边，激起了数米的水花，发出“啪啪”的声响。在农田旁，由于河

床抬高，河水的水位线已经高于地面，所幸两旁的防洪堤抵御了河水的

倾入。

很快，在指挥部统一的指令下，我们跟随着人流，和村民一道，两

两组合，用扁担抬起沙袋。由于在河边，水汽比较大，沙袋里浸满了

水，非常重，扁担压在肩膀上，压得生疼。我们几个咬紧牙关，一步一

步地将沙袋运到河堤上，水打湿了衣服，可浇灭不了我们火热的心。

因为水情的影响，我们几个需要轮换休息，每时每刻都要保证有人

在防洪堤旁，观察水位，记录水势，一旦水位超过了警戒线，立刻报告

指挥部。有时是三更半夜，有时是刚刚进入午睡，有时刚拿起碗筷，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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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听到打铃，我们便和村民们立刻起身，直奔河边。正是因为这些不畏

艰险的村民和武警官兵们，才有了大家的平安，才有了江苏“鱼米之

乡”的美称。

连续五六天的高强度工作，我们比来时瘦了，也黑了许多，但是成

员们清亮的眼神传达出“我可以，我能上”的神色。为了使更多人关注

到这里，我们还开通了“微博”“抖音”“微视”等新媒体平台，在平

台上呼吁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到防洪救灾的工作中。

闲暇之余，我们还组织了才艺表演，主要以歌唱的方式进行义演，

以慰藉刚刚从忙碌中止歇的守堤村民。同时，我们还从网上找了大量关

于农作物科学护养的小知识，对有兴趣的村民进行科学护养培训。大堤

上，我们和村民汗如雨下；大堤下，我们其乐融融，构成了一道美丽的

风景线。

我希望通过本次社会实践活动，激发我们今后学习的动力，明确学

习的方向，思索日后以什么样的方式回报社会、回报人民、回报国家。

从目前的效果来看，我们都在本次活动中学到了很多，不忘初心，方得

始终，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人生价值。

（曹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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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部来稿用稿统计

（截止到7月25号下午4：00）

各系部外宣统计

（截止到7月25号下午4：00）

系部

稿件
文法系 经管系 机电系 土电系 化药系 旅艺系

来稿统计 378 412 384 406 341 307

院用稿统计 4 1 5 2 4 3

校用稿统计
0 1 0 0 2 0

系部

稿件 文法系 经管系 机电系 土电系 化药系 旅艺系

省级报道 0 0 0 0 0 0

国家级报道 0 0 0 0 0 0

网络报道 0 0 0 0 0 0

新媒体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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