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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田间地头 走到人民中间

首都高校百支实践团首都高校百支实践团投身乡村振兴投身乡村振兴

（上接第1版）
今年8月，来自北京师

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环境学院、教育学部、新闻

传播学院等学部院系的21

名学生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赴阜平县城南庄

镇马兰小学及周边学校开

展“初心不渝 马兰花开”

社会实践活动。实践队分

别前往马兰小学、大岸底

小学、八一学校开展支教

活动。孩子们在党史课上

学习阜平的革命历史，感

受家乡在新时代发生的巨

变，加深对红色阜平、英雄

土地和乡村振兴伟大战略

的理解；在音乐课上学习

节奏等基本乐理知识，在

合唱中感受音乐韵律之

美；在心理课上敞开心扉，

通过游戏、分享、互动，提升

人际交往能力，学会感受

爱、表达爱。主要负责科

学课和美术课的李莉（化

名）说，下课后学生围到她

面前问“明天还会来吗”的

场景，让她印象很深。通

过这次活动，李莉进一步

坚定了日后从事乡村教育

的理想信念。

除了通过支教、送书

等计划带领乡村儿童看到

更广阔的世界，部分高校

还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和资

源优势，通过普法活动、研

学项目，用知识为乡村大

地播撒希望的种子。

开展农产品合作法律

咨询，举办村干部法律培

训，持续开展线上线下法

律义诊，创新“普法宣传”

提升村民法治意识……北

京建筑大学城市经济与管

理学院“网格化”法律诊所

项目团队，深入北京市延

庆区永宁镇王家山村，以

普法活动推动王家山村乡

村振兴进程。北京石油化

工学院“官地村地质研学

特色发展”综合研学团队

前往房山区周口店镇官地

村，开展商标设计、实地考

察、资源引入、科普基地筹

建等活动，推动官地村尽

快建成完善各类研学资

源。研学团队以“科学与

自然”为主题，有序分批地

进行调研，旨在建设起一

批以物理科普实验室、废

水处理演示装置等研学设

施为代表的科普实践基

地，满足官地村中小学生

课 外 、校 外 实 践 活 动 需

要。特色研学项目正在成

为官地村的亮丽新名片。

蝴蝶兰的适宜生长温度

为 16-30℃，而北京地区冬

季气温常处于 0℃以下，冬

季温室的供暖成本支出较

高。对此，北京理工大学“慧

聚阳光 低碳乡村”暑期社会

实践团前往房山区长阳镇佛

满村兰花产业园调研。对于

产业园区在能源利用方面的

突出问题，实践团成员在调

研当地实际情况后，研发出

一套符合园区产业发展需

求、绿色低碳、稳定可靠的太

阳能供暖管理平台。通过太

阳能采暖，园区预计每年可

节电 3.6 万度，节省开支 1.8

万元，有效解决了供暖成本

高的难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实

践团以金融与电商双重赋

能乡村宽口径发展，赴平谷

区大华山镇挂甲峪村开展

实践。团队对普惠金融、电

子商务等产业开展技术支

持和人员培训，同时依托网

络媒体平台、乡村公共空间

等阵地展开科普教育、优化

乡村治理。为了提高农村

居民生活水平，北京邮电大

学现代邮政学院（自动化学

院）的 5 名青年学子也组建

了“传邮万里”实践团，奔赴

贵 州 省 长 顺 县 等 地 ，围 绕

“农村电子商务”“党建引

擎”“快递进村一公里”等开

展深入调研。其中，“快递

进村”是农产品进城与工业

品下乡的关键一环，同时也

是提高农村生活条件，促进

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在

多方了解了“快递进村”的

发展现状与问题瓶颈后，实

践团成员共同梳理资料，展

开讨论，探讨未来快递“村

村通”可行的发展方向。此

外，团队成员还结合当地现

状提出了一种基于自动化

共配与众包入村的快递进

村新模式雏形，为乡村振兴

贡献了北邮青年力量。

在智慧助农方面，中国

农业大学“智慧农场”实践

团队入驻西樊各庄村，通过

实地走访等方式了解到当

地种植结构单一等生产问

题。针对这一情况，西樊各

庄村和中国农业大学决定

联合打造智慧农场。智慧

农场采用“1+4”的建设模

式，“1”即一套智慧农场管

理系统，实现无人化精准管

控并将这些数据应用到智

能 装 备 中 进 行 精 准 作 业 ；

“4”即智慧温室、智慧果园、

智慧大田、智慧渔场的 4 种

种养殖模式。依托智慧大

田平台，实践团队采用轮作

模式种植了大豆、玉米、花

生等 6 种农作物，既可以防

止连作障碍，又可以增加农

作物产量。北京农学院“E

窝蜂”实践团则在房山区蒲

洼乡建设智慧蜂场，研发出

可实时监测蜂箱温度、湿度

等环境信息的智能蜂箱，帮

助蜂农提质增收。

北京理工大学实践团走访村民，了解兰花养殖情况。 学校供图

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

军队的根，是中国人民选

择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历 史 见

证。北京工商大学“星火

燎原”师生团队依托数智

旅游、大数据、数字经济、

金 融 科 技 的 交 叉 学 科 优

势，以智慧文旅和数字技

术赋能乡村振兴，加速房

山区史家营乡革命老区的

产业化转型。“星火燎原”

师生团队推出“我为史家

营乡代言”系列宣传15篇，

产品包装、文创设计、app

设计、红色精品旅游路线

设计 40 余项，为革命老区

由“观光型”向“体验型”转

变提供升级改造方案。

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左

后旗巴彦乌楞嘎查村，村

部党群服务中心广场三面

共 60 米长的水稻文化墙

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这是

由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

术学院 10 位研究生组成

的“巴彦乌楞嘎查实践团”

历经 42 小时 2520 分钟，战

炎热、斗酷暑精心绘制而

成的。实践团以有机水稻

为主题，通过精心设计的

水稻文化景观墙绘、有机

水稻大米 logo 设计和水稻

产业宣传片等，以多视角、

多维度、多层次的设计宣

传 助 力 绿 色 水 稻 产 业 发

展，点亮了巴彦乌楞嘎查

的水稻文化，增强了村民

的水稻自信。

乡音、民歌是一个地

方的独特文化，也是最宝

贵的精神财富。中国传媒

大学“乡‘音’兴村——非

遗音乐数字化赋能乡村振

兴先锋”项目团队充分发

挥音乐与录音专长，开展

抢救性收录民歌、为侗戏

记谱、拍摄音乐影像志、录

制农业声音景观等活动，

用数字化赋能非遗音乐的

保护和传承，为乡村打造

文化“新名片”。

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

振兴的重要内容，更是推

进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

培根铸魂培根铸魂 文化产业拓乡村振兴之路

内蒙古科右前旗地处

国 家 十 四 个“ 连 片 特 困 地

区”之一的大兴安岭南麓山

区，曾是国家级贫困县。早

在十年前，北京林业大学即

在科右前旗持续开展定点

帮扶，不断加大科技服务支

撑力度。2020 年，科右前旗

正式退出国家贫困旗县序

列 。 今 年 暑 期 ，由 园 林 学

院、林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等

学院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组成的北京林业大学社会

实践团，奔赴科右前旗居力

很镇红旗村，继续推动地区

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实

践团从村镇发展需求出发，

围绕“乡风”“乡景”基层建

设，开展了四项实践活动：

通过实际参与红旗村的空

间治理美化行动，为红旗村

乡村振兴做实事、做好事；

依托队员专业优势，通过艺

术墙绘和陶艺活动丰富红

旗村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

生活；筹备生动活泼的生态

文明启蒙课程，普及生态文

明知识和理念；通过“全家

福拍摄”活动，用镜头记录

红 旗 村 脱 贫 后 的 巨 大 转

变。走一线入基层，北林大

实践团与红旗村的故事仍

将继续。

清华大学“白衣乡路”实

践团走进基层医疗，助力卫

生惠农，组织六支实践支队

奔赴山西、西藏、浙江、江苏、

安徽和江西实地探访乡村医

疗卫生现状。实践过程中，

支队注重关注医疗改革对当

地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通

过与各级医院、卫生所、乡村

医生开展访谈调研的形式，

充分挖掘县乡村医疗体系建

设中的难点、痛点。山西支

队前往朔州市应县金城镇，

调研“乡村田埂之间”的现代

医疗卫生对于形成完善的医

疗保健网络的重要意义；浙

江支队深入景宁畲族自治

县，通过与当地医院座谈，了

解医疗服务共同体建设和

“互联网+医疗”对巡回诊

疗、提高基层医疗技术水平

和医生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带

来的进步。实践过程中，支

队成员还积极开展志愿服

务，参与卫生院日常工作，下

乡帮助医生为乡亲们做体

检，整理村民健康信息。各

支队还将医学经验和医疗认

识带到基层，开展卫生知识

科普。

将美术作品创作在中国

大地上，让美丽乡村成为人

们向往的地方。中央美术学

院师生发挥艺术乡建和专业

特色优势，为乡村提供特色

公共空间规划设计。学校建

筑学院十七工作室“北京市

乡村特色公共空间规划设计

治理——以白家楼村、陈辛

庄村、幺铺村为例”团队，帮

助村落挖掘自身特色，提升

村庄环境，发展特色产业，增

长村集体经济，研究出针对

不同村庄的独特实施路径。

团队为白家楼制定了以乡村

微花园社会治理带动乡村艺

术环境整体发展的规划方

案。朝阳区白家楼村是经过

乡村改造后的现代村，但村

子改造后特色不明确，基础

设施未形成整体。实践团通

过多次调研，发现村子发展

存在的问题，但同时也看到

诸多优势。在校地共同努力

下，发展村庄现代化、科技

化、艺术化、传媒化的特色规

划方案应运而生。实践团指

导教师侯晓蕾介绍：“我们的

规划以生态振兴为出发点，

联动组织振兴，拉动产业振

兴和人才振兴，带动实现白

家楼文化振兴。”

学以致用学以致用 让智慧科技武装乡村振兴让智慧科技武装乡村振兴

深入一线深入一线 为乡村振兴走基层搞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