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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开展“三下乡”美丽中国实践团赴八字

哨镇敬老院开展慰问演出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7 月 18 日上午，机械

工程学院“三下乡”美丽中国实践团前往八字哨镇敬老院开展慰问演

出，敬老院院长吴建华及部分老人、村民观看了此次演出。

演出在一首慷慨激昂的红歌串烧合唱《歌唱祖国》、《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了序幕。花鼓戏《刘海砍樵》经典通俗，志愿

者们活泼有趣的表演，引得现场的老人们捧腹大笑。《小苹果》、《踩

踩踩》等舞蹈表演，轻快而富有节奏感，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气氛。随

着欢快嘹亮的歌声、整齐划一的舞步以及幽默风趣的笑话，现场不时

响起阵阵掌声。合唱、舞蹈、戏曲、太极、武术等不同类型的表演都

生动诠释了志愿者们的青春活力，给老人们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表

演结束后，志愿者们亲切地与老人们攀谈，询问老人的日常起居和身

体状况。临走前，老人紧握志愿者们的手，对他们表示感谢。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老、敬老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宝贵精

神财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此次慰问演出弘扬传承了传统美德

和孝道文化，不仅增强同学们敬老、尊老的意识，使大家认识到尊老

敬老的重要性，同时也给老人们送去了欢笑与温暖。

至此，为期五天的 2018 年学院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圆满完

成。

(文/李江、严璐;摄影/丁红坚)

2018 年湖南工程学院暑期“三下乡”文艺汇演在

思蒙镇中心小学成功举行

2018 年 7月 19 日，艳阳正炽。怀化市溆浦县思蒙镇中心学校的

教室里，鲜红的心形气球，凸显出此场文艺演出的主题，给联欢会增

添一抹绚丽多姿的色彩。上午 9 时，一场别开生面的视觉盛宴，为湖

南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志愿者，在怀化



市思蒙镇中心小学志愿活动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全体志愿者齐唱感恩的心

联欢会上，志愿者带来的节目各具特色，其中有优美的国标舞，

精彩的魔术表演以及动人的歌曲。在节目最后志愿者与当地儿童合唱

《感恩的心》气氛感染了整个会场。整个节目展示过程中，志愿者用

心表演，台下观众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会场气氛异常热烈，团队指

导老师张超说道：“志愿者和孩子们的表现都很棒！”

今天是实践团志愿者在蒙镇中心小学的最后一天支教活动。有实

践团志愿者在实践心得中写道：“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但是通

过这几天里支教活动我对这里的孩子们了解了很多，然而欢乐的时光

总是短暂，但是不管是对于孩子们还是对于我而言都有很大的影响。”



小朋友们领课堂奖状一起合影

本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不仅仅是一次实践活动，更是一次丰富

精彩的体验和历练，对于参与到活动中的孩子们来说，这也是一次能

够得到快乐、掌握知识、开拓视野的机会，希望此次活动能够每个人

留下珍贵的记忆和经验。

（文/王锁彦；摄影/易剑坤、关旭林）

拾文化遗珠 树文化自信

为了引导学生了解湘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树立文化自信，推进

城市文化建设。7 月 18 日，湖南工程学院经济学院“三下乡”社会

实践队一行人来到湘潭非物质文化遗产巫家拳传习基地，对湖南省非

遗项目巫家拳项目进行了解。



、

实践团看见了正在练习拳法的学员们

走进巫家拳传习基地，实践团看见了正在练习拳法的学员们，学

员们的一招一式都刚劲有力。实践团就调研内容对巫家拳传承人颜亮

鸣进行了采访，颜师傅向实践团讲述了巫家拳的发展历程，以及该项

目目前的传承和保护现状。他说到，用最短的时间，最简单的方法，

把最精髓的地方展示出来是巫家拳的一贯理念。随后就巫家拳的拳法，

拳馆学员们为实践团展示了巫家拳拳法和棍法，巫家拳的“勇躍为先，

不忌生死”的尚武精神在拳法和棍法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传承人

颜亮鸣的亲自教导下，实践团还了解和学习了巫家拳拳法的基本动作，

切身体会到了传统武术所蕴含的巨大精神魅力。颜亮鸣对实践团说道

希望未来巫家拳可以被更多的人熟知，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传统武

术的学习、继承和发展中来，也希望能迎接巫家拳又一次的辉煌。



实践团成员尝试巫家拳，切身体会到了传统武术所蕴含的巨大精神魅力

文明城市的创建不仅是在城市靓化方面下功夫，还应加强对非物

质文化的宣传和关注，用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化文明城市建设。

相信在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巫家拳的

未来会越来越光明。

（文/朱志兰、胡慧琳；摄影/朱志兰、胡慧琳）

“忆革命岁月，扬红色文化”

——湖南青年大学生在炎陵县红色文化基地走访实录

为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弘扬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7

月 19 日，炎陵县城西北角出现了一支身穿红色“三下乡”实践服装

的青年实践团体队伍，这是湖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探寻传统文化

印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团队，其先后组织队员在当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2%8E%E9%99%B5%E5%8E%BF


开展走访学习活动。

实践团在洣泉书院合影留念

（一）革命精神永驻-洣泉书院

实践团队走访的首站为洣泉书院。该书院位于炎陵县霞阳镇新市

街，始建于宋代，是中国革命艰难曲折历史的见证地，是启迪后人的

宣教阵地，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1928 年 3月，工农革命

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团攻克炎陵县城，第一团团部设在洣泉

书院。1928 年 4 月中旬，毛泽东率部队从井冈山来到炎陵，迎接朱

德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起义部队，并掩护了朱德部队向井冈山转移。

当下，书院内的展览厅里展出了革命前辈的遗物，队员们了解到

了革命战士的日常生活、生产劳作、抗战斗争。对于革命老区而言，

这些红色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记忆、一种

财富，是革命老区发展的灵魂。多媒体展厅以“战略决策定井岗”、

“连队建党铸军魂”、“政治教育稳军心”、“中村分田开先河”、

“朱毛会面谱新篇”等几个主题，真实还原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4%BB%A3/98601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F%9B%E6%B3%BD%E4%B8%9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5%E5%86%88%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2%8E%E9%99%B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B1%E5%BE%B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B1%E5%BE%B7


民实行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

的系列壮举。队员们在参观过程中，认真仔细的阅读每一条标语，学

习革命事迹，阅读红色经典，收获匪浅。

实践团成员在红军标语博物馆参观学习

（二）“红标”永不褪色-红色标语博物馆

实践团队随后前往陵红军标语博物馆进行了参观学习。作为全国

唯一的一家以收藏和陈列红军标语为主题的红军标语博物馆，此馆收

藏和陈列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农红军书写的宣传标语，计有 339

条，4826 字。每一条标语的背后，都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每一

个故事的背后，都有一种精神在传承。队员们看着这些斑驳的红军标

语，仿佛穿越水口、中村这条军魂发展的历史渠道，看到了父辈们在

这里打土豪、分田地的战斗场景。

队员们联想到：长期经历着风雨侵蚀的红军标语样板，存在墙皮

极易剥落, 木板、石壁也会腐朽、风化等问题, 因此, 要使红军标语



能永久地保存下去,绝非一日之功。青年大学生要运用好手中的资源，

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和各种力量通力合作, 争取更高的社会关注度。

“沧桑不改红色印记，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军标语是时代的符

号，是历史的见证，亦为最好的教科书。队员们一边参观一边做笔记，

悉心聆听战争年代的红色故事。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星辰”，在一天的参观学习中，

队员们追忆革命年代，大家在感叹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决心继承光

荣革命传统，秉承先烈遗志，努力学习，为国家、社会、民族贡献自

己的青春力量。

实践团成员在红军标语博物馆学习

（文/何倚；摄影/李晓妤、吴心雨）



实践心得

参观红军标语博物馆有感

“标语——红军的第二武器”。在实践团来到炎陵的第六天，我

们参观了洣泉书院和红军标语博物馆。

经过一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来到了炎陵县霞阳镇新市街

走访洣泉书院和红军标语博物馆。洣泉书院始建于宋嘉定年间，经历

过几次的更名，1996 年被正式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推开洣泉书

院的大门，一座高大的毛主席雕塑映入眼帘，毛主席曾在这里住宿、

办公、亲自部署并指挥了接龙桥阻击战，为“朱毛会师”的成功奠定

了基础。书院内还完整保留了红军作战使用过的土炮、长枪、冲锋号

等，看着一件件简陋的武器，才知道工农革命军取得抗战的胜利是多

么的不容易。

参观完洣泉书院后我们来到了红军标语博物馆。红军标语是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和湘赣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的缩影。当年工农红军为

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在炎陵城乡书写了数以万计的宣传标语。历

经 80 多年的硝烟风雨，炎陵人民用生命和赤诚守护着它，炎陵县也

成为全国遗存红军标语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县份。

来到博物馆之前，我对红色标语完全不了解，但当我走进博物

馆我才发现原来红色标语也是工农革命军作战的一部分。当时条件

简陋，没有网络宣传，人们就用最淳朴、最简单的方式将革命口号

写在墙壁、竹片和旗子上，鼓舞士气，增强打倒国民党发动派的信



心。馆内还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场景，中村分田运动、酃遂游击

队山棚、审判劣绅土豪法庭等场景都一一重现。

走进红军标语博物馆，我们用心灵感受那段红色岁月，仿佛可

以阅见一幅幅红军战士浩气凛然、荡气回肠、奋勇杀敌的历史画卷，

仿佛可以窥见一幕幕广大军民挥毫写下苍劲有力、振奋人心、乐观

向上的革命标语时的动人场景。穿越历史的沧桑，历经岁月的磨砺，

红军标语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物在炎陵得以大量保存，这些红军标语

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同人民群众割舍不断的

血脉情感。红军留下的标语，作为留下的宝贵遗产，将与红军标语

博物馆一起，永远扎根老区炎陵，成为世代相传、用于教育后人的

宝贵民族精神财富。

参观了革命先烈们的生活场所，感受了革命斗争的艰辛，让我

更加体会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们也要发

扬工农红军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外国语学院 李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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