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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快讯 

爱予童心，科技点亮梦想 

7 月 15 日上午，湖南工程学院电气信息学院 2018 年“三下乡”

启动仪式暨“爱心助学”捐赠仪式在怀化市溆浦县思蒙镇中心小学举

行。思蒙镇中心小学副校长雷文勇，湖南工程学院暑期“三下乡”团

队带队老师彭嘉勋、张超及随行志愿者们出席活动。 

启动仪式上，湖南工程学院为思蒙镇中心小学捐赠了少儿图书、

学习用品及体育器材等。 

 

启动仪式上实践团与被捐赠儿童合影 

启动仪式后，电气信息学院志愿者们带领 43 名小学生在教室开

展“科技引领未来”的科技小制作创意课程。志愿者们通过科技作

品展将小朋友的好奇心充分调动起来，并且让他们亲手操作平衡

车。   



 

小朋友被平衡车展示所吸引 

此时大家的热情完全被点燃，每一位小朋友都跃跃欲试，迫不

及待的开始进行科技创意小制作。在了解小朋友的心思后，志愿者

们用简单有效的方式将科技创意作品原理对小朋友进行讲解，并与

小朋友们互动。  

 

小朋友认真倾听志愿者的讲课 

随后小朋友们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想要制作的作品，领取原材



料，几人一组，协同制作。当遇到困难或疑惑时，志愿者及时指

导。 

 

志愿者指导小朋友进行科技制作 

在小朋友们的积极参与下，不久，一件件科技小作品陆续出炉：

电动滑行飞机、双翼风力赛车、泡沫小冲锋艇等。孩子们将自己制作

的小作品拿到户外，争先恐后进行比拼，自信满满展示着自己的成果。 

 

志愿者与小朋友们一起进行成果展示 



科技碰撞童真，时光就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悄悄逝去。活动最后，

实践团将活动所制作的科技作品都赠给了热情参与的小朋友，并给每

一位小朋友分发了小礼品。此次活动不仅培养了大家的动手能力，激

发了孩子们的对科技的兴趣，更在孩子心中埋下了科技创新的种子。 

（文/邹振瑜；摄影/邹振瑜）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学子体验苗寨乡情，助推精准扶贫 

地笋苗寨是历史悠久的怀化古村落。村中苗族风情吊脚楼民居建

筑特色鲜明，古迹文化保存完整，民俗文化传承较好。地笋苗寨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歌鼟的主要发源和传承地。 

7 月 14 日下午，湖南工程学院计算机与通信学院“三下乡”实践

团在怀化靖州地笋苗寨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了关于家庭收入支出、扶

贫政策、耕地等相关问题。 

 
志愿者团队于苗寨合影 



经过调查发现，现在整个苗寨仍处于贫困状态。生活环境方

面，房屋大多为木板房，自来水可以使用。经济方面，家庭收入较

低，一年只有几万块收入，只能刚刚好收支平衡，仍然是“生不起

病”，稍微一个小病便会让一个家庭大伤元气；缺乏劳动力，一个

家庭只有一两个劳动力；农业方面，耕地较少，一个家庭只有两三

亩地且粮食仅够吃，没有多余的可供卖出，没有什么经济作物，因

此不能大力发展农业。主要家庭收入来自外出务工；村民表示对国

家的扶贫政策不是很了解，低保和五保的只是少数人；教育方面，

孩子上学路途遥远非常不方便，需要父母接送或者在外租房子陪

读。旅游业发展的还不够完善，没有成熟的旅游经济来增加收入。 

 
志愿者、游客与当地人舞蹈 

但是在走访苗寨的途中，团队成员们发现，无论是寨内女子的服

饰还是寨内风情吊脚楼，都有着苗寨自己的独特韵味。想让整个苗寨

脱贫，旅游业发展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万万

不可缺失苗寨自己的“独特”。苗家人的礼节颇为讲究，喜、丧、宗



教、节庆等都有各自的习俗。对于前来的游客，进寨子之前喝“拦门

酒”是必不可少的，表现出苗家人的热情好客，以纪念先人杨八妹用

黑米饭智救胞兄杨六郎的动人故事。苗寨的腊肉、油茶、杨梅等特色

产品，吸引很多游客的到来，同时苗寨寨民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发

展他们的特色产业，可以促进苗寨的经济发展。 

不但如此，大部分村民们对扶贫充满了期望。一位 78 岁的老奶奶

说：“我觉得自己还能动，能自己种种菜，自己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希望政府和社会人士帮助比我更困难的人。”在奶奶眼里，自己的生

活相较之前有了起色，还有其他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村民们表示，政

府的精准扶贫和对旅游业的发展，使道路拓宽，交通更加方便，生活

水平得到了提高，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他们仍觉得美好生活更应该

由自己亲手来创造。 

（文/周红梅、肖龙君；摄影/吴其双） 

 

 

寻镇湖刺绣 访苏绣传奇 

——湖南工程学院“三下乡”苏绣调研实践团调研绣品街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7月 13日，炎炎的夏

日，为进一步了解苏绣市场现状，伴随着阵阵热浪，纺织服装学

院“三下乡”苏绣调研实践团对镇湖绣品一条街进行了实地调

研，寻找千年苏绣的足迹。 



搭乘快线 3 号，大大的牌匾“绣品街”赫然闯入眼帘，从绣

品街公交站到太湖湿地公园，大大小小的绣庄或绣品经营店面排

列在道路两旁，店内绣品更是玲琅满目，篇幅大小不一。几乎每

家绣品店都有三三两两的绣娘坐在卷绷前进行绣作，规模大点的

绣庄绣娘数量就多点。这些绣工普遍有多年的绣作经验，且年龄

偏大，均以女性为主，绣庄和绣品经营店以家族经营为主。 

 

在走访绣庄过程中，有一位 70多岁的绣娘引起了我们的兴

趣。据她介绍，她从小就跟着家里做刺绣，后来女儿和女婿都从

事了这个行业且经常需要出去学习交流，她就在他们的店里帮

忙，有时帮着做绣品。虽戴着老花眼镜，但穿针引线一点都不含

糊，还和我们说：“这条街上还有 90岁的绣娘呢！” 



 

 

整条绣品街，最让实践团成员印象深刻的是姚建萍刺绣艺术

馆，它让我们和北京师范大学来调研的大学生们感受到了最高的

礼遇。工作人员认真细致地为我们介绍了他们刺绣的特色，讲述

了姚建萍为国外友人绣制作品的经历以及对这份技艺的坚守，这

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真正的大师，比任何人都谦卑”。同样，

越是大的绣庄，就越具自身特色，也更加欢迎我们向他们提问，

更加主动为我们介绍他们的绣品。 



 

通过整整一天的走访与交流，实践团成员对镇湖绣品街的绣

品类别和层次有了大致了解，对该地的绣品价格和绣娘收入有了

深入认识。同时，对镇湖地区的苏绣产业与文化有了更微观的体

验。下一阶段，实践团将从苏州的最西边乘车前往最东边，到独

墅湖科教创新区体验传统手工艺——苏绣的绣制。 

                      （文/黄镜燕；摄影/李芸梅、曾静茹） 

 

 

设计艺术学院暑假“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式开始 

2018年 7 月 14日，湖南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团在张超老师的带领下前往怀化市溆浦县思蒙镇开展

为期一周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团成员准备出发 

14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炎炎烈日下实践团师生一行 11 人集合

完毕，穿着整齐的从湘潭火车站出发前往怀化市溆浦县思蒙镇。路途

虽然辛苦但是团队成员们均对于即将到来的实践活动充满激情，在艰

辛的旅途中大家牢记此次任务积极准备即将开展的工作。终于实践团

在经过 5小时的舟车劳顿后平安到达目的地，紧接着成员们积极着手

准备第二天的工作。 

 

团队成员准备要捐助的物资 



在“三下乡”第一天的总结会议上，团队负责人张超老师介绍

了本次“三下乡”活动内容，他讲到实践活动要围绕走访空巢老

人、实地调研旅游资源、关爱留守儿童等多种形式开展；随后他指

出，希望大家在活动期间提高安全意识，开展一切活动都要在保证

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紧接着讲到基地建设方面，我们要展现湖工学

子的风采，穿着整齐统一、行动统一，积极投身到基层，以自身专

业知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最后他表示，希望大家能积极发挥不怕

苦、敢吃苦精神实现自我，锻炼自我，奉献火热青春。 

 

社会实践团开总结会 

实践团全体成员精神抖擞，战斗力满满，均表示将会为深入贯彻

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服务基层奉献自我。 

（文/王锁彦、夏杰、员冰洁；摄影/关旭林） 

 

 



“三下乡”之湘莲人文 

湘潭花石镇作为一个千年古镇，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优秀的

人文精神。7 月 15日上午，湖南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三下乡”

实践团队来到了花石镇的湘莲市场，了解湘莲文化，感受花石人的

湘莲精神。 

 

化学化工学院团队整装待发 

“湘莲甲天下，潭莲冠三湘”。从古至今，从莲花到莲子、莲

叶，湘莲的全身无一不是宝。实践团队首先来到了湘莲作坊，看到

许许多多的工作人员在进行莲子的挑选。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实践

团队了解到湘莲的制作流程大致分为七大流程，分别为晒莲子、筛

选去壳、去莲芯、磨皮、边籽碎籽、钻芯、磨粉。随后工作人员带

着实践团队来观看机器操作，在观看的过程中，实践团队发现，湘

莲制作的每一步都需要极尽耐心，环环相扣，每一步工艺的处理都

将花石人质朴、务实、吃苦耐劳的湘莲人文精神体现的淋漓尽致。

每一个实践团队成员都感慨湘莲的价值所在，从湘莲的种植到生产



过程，都映衬了花石当地淳朴的民风民情。 

 

实践团队深入了解湘莲加工流程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通过本次采访，实践团队对花石的湘莲的

加工工艺有了初步的了解，眼界得到了新的开阔，同时对花石镇的

湘莲人文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为本次的实践之行增光添

彩。 

（文/姜祖凤；摄影/郭易） 



 

湖南工程学院理学院举行“爱心支教，传递梦想”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 

7月14日上午，湖南工程学院理学院“爱心支教，传递梦想”暑

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在湘潭市高新区工农完小顺利

举行，湖南工程学院理学院办公室主任刘林老师、理学院14名志愿者、

工农完小的学生及学生家长共同参与。 

仪式初始，理学院办公室主任刘林老师宣读了本次社会实践的内

容和目的，他表示，希望志愿者们能在暑假社会实践活动中得到锻炼，

同时为小朋友们带去知识和快乐。志愿者代表葛圆圆表示，志愿者们

将充分发挥专业知识，为支教工作贡献一份力量，并强调了支教期间

的安全事项。 

启动仪式后，志愿者们与小朋友相互自我介绍，并对小朋友的个

人信息进行分组登记，小朋友们用热情欢迎志愿者团队的到来，全场

气氛活跃。随后，小朋友们便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开始了物理小实验—

—红绿灯制作实验以及“舞动青春”——舞蹈课堂等。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接下来的活动中，志愿

者和小朋友们将共同进步，一起成长。 

开学典礼上，刘林老师首先上台致辞，说明了此次“三下乡”

活动的目的。随后支教队长葛圆圆对此次支教活动表达了看法，并

提出了此次支教期间的需要注意的事项。最后，志愿者们和参与此



次支教的小朋友依次上台介绍自己，同时对小朋友的家庭地址，联

系方式进行记录。 

 

志愿者指导小朋友登记个人信息 

物理小实验是此次支教的第一节课，由志愿者何文波和志愿者

金贻凤进行授课。两位志愿者就生活中的红绿灯与小朋友进行探

讨，随后分为了五个小组，各组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制作了一个简易

的红绿灯。 



 

小朋友全神贯注投入实验之中 

    课堂上，小朋友们热情高涨，积极发言。支教组采取奖励制度

对表现好的小组及个人进行奖励，也激励了同学们继续努力。 

 
同学们认真听讲 

志愿者李媛媛教小朋友们学习了舞蹈《宠爱》，志愿者由教学

视频至亲身教导，把要教学的舞蹈“宠爱”分解成了一个个简单易

学的小动作，在短短的 40 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同学们从不会到能基



本记住教学动作，并且学会了抓音乐节拍。尽管天气炎热，但同学

们学习的热情依然高昂。 

 
  志愿者教小朋友舞蹈 

相信在舞蹈课正式结课后，我们能见到一个精彩的表演，也让

我们期待后续的第二堂舞蹈课程的开展！ 

（文/刘迎、章丞昊、刘艳芳 ；摄影/刘迎、邹宇栋） 

 

 

 

2018 年建筑工程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 

到达新晃县兴隆明德小学开展活动 

2018年湖南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于 7 月 14 日在怀化市新晃县兴隆明德小学正式启动，志愿者们将开

展为期一周的暑假“三下乡”教育关爱实践活动。本次活动由建筑工



程学院学生办公室主任李佳老师带队指导，24 名学生志愿者参加。 

 
志愿者团队从湘潭站出发 

7 月 14 日凌晨两点，建筑工程学院教育关爱团踏上前往新晃县的

火车，火车驶过黑夜，在崇山峻岭里穿梭，绕过密镇，绕过旷原，开

往一个未知的旅程。上午 9：30，教育关爱服务团到达了新晃县，队

员们心里紧张而激动，他们身穿印着“湖南工程学院”字样的红色 T

恤，在新晃火车站前合照留念，并高呼口号: 践行十九大，筑梦新时

代，新晃，我们到了！ 上午 10：00，建筑工程学院“三下乡”爱心

关爱服务实践团队来到了目的地——兴隆明德小学。兴隆明德小学是

以足球为特色，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理念的市级优秀教育学校，也是湖

南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本届下乡精准扶贫的对应点。 



 
志愿者到达新晃站 

明德小学创办于 2012 年，经过近年国家辅助扶贫政策，学校教

学，宿舍，食堂等校园设备和设施都逐渐先进，走向现代化。在这

里，实践团队受到了热情款待和亲切关怀。在下午经过简单休整

后，服务团队与湖南工程学院驻新晃扶贫领导们在阶梯会议室召开

了迎接暨第一次后期工作大会，服务团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便整装待

发开始着手落实活动事宜。晚 20:00，李佳老师开始主持会议，湖

南工程学院学工处副处长魏坚，纺织服装学院刘洪泉教授以及学工

处李魏达老师参与会议，李佳老师问道:“同学们，累不累啊？”还

没等成员们回答，李佳老师便自己说道:“累，但这就是所谓的累并

快乐着，我相信我们都愿意累，我们为这样的累而感到骄傲。”其

他三位领导和老师就如何调查当地居民的家庭情况、在此过程中如

何做好详细文字记录和音频记录、如何依据学生情况及时调整教育

服务课程安排以及明日举办的“三下乡”开启会议准备工作是否到

位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和安排，其中刘教授特别强调了服务团务必遵



规守纪，以保证服务团及活动过程的安全，保证服务团能更好的开

展本次活动以及服务于同学们。

 
学院驻新晃扶贫领导与“三下乡”团队开展工作准备会议 

在接下来的一周，这样一批青年服务团他们将会把党的政策和

党的温暖、文明新风和民主法制、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带去新晃县

每一个居民的心中，将知识传递到小孩子们的心中，开阔他们的视

野和知识面。同时，建筑工程学院爱心关爱服务团将真诚投身实践

下乡服务，引领更多青年筑梦前行，积极投身于服务人民。 

（文/覃海顺、张成枝；摄影/黄桢文） 

 

 

 

 

 

 



◆ 实践心得 

寻湖镇刺绣 

金色的阳光照着夏日的翠树，像珠宝店里聚光灯下的翡翠，耀人

夺目。伴着蝉鸣，我们一行人开展了今日的调研工作。 

来到绣品一条街，站在大门前，放眼望去，一望无际，两边的商

铺，清一色的刺绣工作室，浓浓的刺绣之艺气息，置身当中，便不觉

时间流逝。 

我们小队进入其中一个工作室，老板是一个中年的大叔，没有出

奇之处，只有脸上挂的笑容如轻拂柳梢的微风，亲切和善，大叔必是

一个温柔的人，看遍了人生，体悟了红尘，变得如老巷深处卖的醇厚

老酒。在大叔那里，我们了解到当今刺绣的一些现状。 

如今刺绣的传承多是世家传承，母亲传女儿，女儿传孙女，犹如

薪火，长久不断，当作谋生之法的同时，更是肩负传递老祖宗遗宝的

重大之责。刺绣是长久之艺，需从小练习，时间越久，功力便越发深

厚。刺绣女子从事比较多，刺绣需要细心，技艺需要入微，一针一线

满怀工匠之心，一刺一绣凝聚手艺之道，这方面女子比男子的优势大，

女子的细心也是男子比不了的，所以女子从事较多，曰绣娘。 

刺绣对于服装上的运用也了解更深。刺绣对衣服的运用多在定制

上，根据客户的要求，在客户需要的衣服上进行刺绣，或在局部或在

全体，根据面积和图案价格不等，局部的刺绣犹如点睛之笔，吸人心

魄，满绣就是华丽动人，使人感叹服装之华美。 

局部的刺绣不受衣服材质与结构限制，手法灵活多变，图案灵动，



而满绣大多需要先在需要的布上刺绣，进而再裁片，进行缝衣，所以

满绣的性质不适合成衣市场化，只针对高级定制的市场，具有很高的

艺术性和收藏性。局部的刺绣可以进行大批量的成衣，或者直接在成

衣刺绣，或者进行成品刺绣在衣服上的拼接。值得一提的是，刺绣在

配饰的发展也很好，不管包包或者鞋子亦或者装饰的配饰，都是很有

发展前景，在一些中国中高端品牌上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刺绣在衣服上的运用，机绣的优势更加大，因为机绣效率高，批

量生产，所以机绣的在成衣的运用上有很大的发展前景，而手绣需要

时间精力多，所以手绣只适合在高级定制上运用。 

（纺织服装学院  李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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