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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快讯

校学联&设计艺术学院：启航泉塘，汇聚青春正

能量

7 月 8日下午两点，湖南工程学院“情系泉塘，汇聚青春正能量”

社会实践团顺利出发，前往湘乡市泉塘镇开展为期七天的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

“情系泉塘，汇聚青春正能量”社会实践团出发前合影

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实践团在倾盆大雨中抵达了本次活动的目

的地。经过简单的休整后，指导老师张超召集实践团全体成员召开了

本次“三下乡”活动的工作布置会议。张超对团队接下来的活动安排

以及工作重点进行了基本的布置，强调了活动宣传以及团队成员纪律

和意识的重要性，并对实践团成员在实践期间的行为规范提出了基本

的要求。

据悉，“情系泉塘，汇聚青春正能量”社会实践团由校学生联合

会实践团和设计艺术学院实践团两支团队共 40余人组成，实践活动



旨在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动员青年学子服务基层，切实在新时代

取得的新成就、新面貌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结合自身专业优

势，以“艺术介入乡建”的方式，通过材料收集以及现场调研等方式，

在充分尊重当地村民意见的前提下，结合当地特色，为其农产品免费

提供设计建议与方案。同时通过实地调研、义务支教等方式，积极服

务新农村，努力实现成果转化，用青春朝气与奉献精神帮助改造村容

村貌、建设美丽和谐乡村，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指导老师张超为实践团召开工作布置会议

青春正当时，奋斗新征程。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我校

每年的重点活动之一。我校每年均组织十余支团队、数百名志愿者前

往祖国各地基层，以实际行动助力精准扶贫，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

践活动均得到实践地的积极配合，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实

践团在各地基层发光发热的同时，也弘扬了我校学子的奉献精神和

“锲而不舍，敢为人先”的校训风骨。

（文/蒋伟豪；摄影/兹元浩）



外国语学院：走进美丽花石，助力乡村振兴

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助推美丽乡村建设。湖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

院 2019 年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乡村稼樯情，振兴中国梦”社

会实践活动于 7 月 7 日在湘潭市花石镇正式启动。

实践团队于上午十时到达花石镇中心小学，并在校园中举行了欢

迎仪式暨捐赠仪式，仪式由花石镇团委书记赵锐主持，湖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黄琴、党支部书记张琼燕、花石镇党委委员

肖湘、中心小学政教处主任贺竞、外国语学院“三下乡”实践团全体

成员以及中心小学学生代表共 50余人人参加本次仪式。

欢迎仪式暨捐赠仪式现场

在捐赠仪式上，黄琴和张琼燕将事先准备的书包、本子等物资和

文具赠予当地的学生们。礼物虽轻，却也让同学们表示感受到了春风

般的温暖。实践团成员还与当地学生们进行初步沟通并开展了一些有

趣的小游戏。在游戏的助力下，实践团队成员们和学生们之间的气氛

渐渐变得融洽活跃，同时也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默契度。



实践团队和当地学生们一起互动娱乐

启动仪式结束后，实践团前往湘潭县花石镇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花石豆腐的传承人王新华的住处进行关于花石豆腐的原料来源、

制作程序、传承情况等调研与考察。

实践团在花石豆腐坊参观调研

“一开始我们只是为了补贴家用而做豆腐，但是后来做久了，就



成了一种情怀。”百年的传承，匠人的手艺，为人们保留下了独特的

花石记忆。王新华说，这些年尽管时代的发展导致市场需求的变化，

但他始终按照家族传承的工艺与精神，做好每一片豆腐。如今，王新

华对其侄子王建武——花石豆腐下一位传承人也寄予厚望，希望他能

将家族传承了上百年的技艺和精神不断传承下去，不忘初心。

“工匠精神”是匠人具有的敬业奉献、求真务实、精益求刑的品

质，王新华对自家手艺的传承与重视正体现了“注重品质、注重细节”

的匠人情怀。在这次的调研过程中，让实践团成员们对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及“工匠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为接下来调研工作的顺

利展开奠定了一定基础。

（文/刘禧洁 杨川月；摄影/杨川月 刘禧洁）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体味乡情，共话扶贫

“三下乡”第三天，计算机与通信学院“筑梦天龙村，开创精准

扶贫新时代”美丽中国实践团深入走访了羊鹿茶园，瞻仰了彭德怀纪

念馆及故居，感受伟人气息，筑梦红色之旅。

据悉，天龙村村委会为促进当地经济脱离贫困，走向富足，与羊

鹿集团承办了羊鹿茶园，并创办了黄花菜基地，为当地创收以及增加

就业岗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浓浓茶香飘香四溢”。当日下午，实践团正式出发前往参观羊

鹿茶园，茶园的景观富有特色，成排的茶树整齐地栽在山坡上。此时

阳光灿烂，碧绿的茶叶映入眼帘，由于现在还不是整个茶园收成的时

节，整个茶园的工作并不忙碌，所以茶场现场显得十分寂静。实践团

成员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亲身体验了采茶工作，据工作人员提醒，采



茶必须穿戴遮阳帽以及袖套等工具，做好充足的防晒工作以免晒伤。

此外，所采茶叶要运往离茶园较远的制茶厂房进一步加工，经过几道

严格的工序后才能产出合格的、可售的茶叶。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将军是十大元帅之一，作为我军主要人员参加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等战争，作战英勇，指挥了多场著名战役，他把毕生

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国防及建设事业，建立了

不朽的历史功勋。在大厅里，实践团内的党员在彭德怀的雕像下重温

了入党誓词，誓词铿锵有力，眼神坚定有神。随后，讲解员通过一些

生动细腻的写实雕塑、彭德怀曾使用过的贴身物品以及大量的影像资

料等，对彭德怀的生平事迹进行详细的讲解，让成员们进一步了解彭

德怀的往事，学习其伟大的革命精神。



在参观过程中，实践团成员认真听取了讲解员的介绍，并适当提

出了自己的困惑，在讲解员的耐心讲解下，成员们的困惑都得到了很

好的解答，并借彭德怀的事迹勉励当代大学生一定要努力学习，牢记

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文/刘俊杰 周超；摄影/周超）

国际教育学院：禁毒，从你我做起

7 月 8日上午，湖南工程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三下乡”教育关爱

服务团前往湘潭市盘龙社区进行以禁毒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服务

团于上午九时到达湘潭市盘龙社区，并受到了盘龙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袁谷雨的热情接待。

在服务团抵达目的地后便与袁谷雨进行了会面交流，袁谷雨给服

务团进行了一场围绕“禁毒”的专题讲座。在讲座中，袁谷雨绘声绘

色地讲述了毒品是如何一步一步侵蚀一个人的，并告诫服务团全体成

员，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不要逃避，更加不能选择通过毒品这样的方式



麻痹自我，要勇于面对困难，勇于和困难作斗争。

袁谷雨为教育关爱服务团成员进行禁毒主题讲座

随后，袁谷雨带领服务团成员在盘龙社区及周边对店铺以及过往

行人宣传禁毒知识并且发放禁毒手册。每个服务团成员都积极参与其

中，与周边商家和过往行人进行主动交流并宣传禁毒思想及知识。

活动结束后，国际教育学院教育关爱服务团的成员们与盘龙社区

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虽然本次禁毒的实践活动结束了，但是服务团

的成员们都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学生生活中，将会持续在群众中宣传

禁毒思想，为社会作出青年一代的贡献。自 1839 年 6 月林则徐虎门

销烟以来，中国人民与毒品的斗争已经持续了 180 年，中国人民为世

界禁毒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作为大学生，

作为国家新时代的新生力量，应该做到坚决对毒品说“不”。



教育关爱服务团成员与盘龙社区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文/徐致远；摄影/肖馨怡）

 实践心得

人间烟火气，最抚平凡心

不会想到在这里晚上开了风扇会如此的冷，再加上床有些短小，

我的腿似乎无处安放，以至于我深夜醒来多次，但不忍心打扰到熟睡

中的孩子，便也就没有去关风扇。

清早撑着雨伞，踏着雨水汇成的小溪，和大伙儿一同去往市集，

似乎天气原因也无法阻挡镇上人们摆摊的热情。一路上，我们看到不

少豆腐摊儿。当问起制作过程和材料等时，他们也都挺热情的答复着。

最具印象的还是那间破旧小屋的一对老夫妻，我去的时候，其他成员

已在与他们交流了，爷爷奶奶边在收拾豆腐，边热情的为我们讲解着



豆腐制作。看到这一场景，让我又不觉的对我们平时吃的家常便饭中

最朴素的豆腐这一食材，起了敬意。正所谓“一丝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虽然说着是青菜豆腐萝卜汤，像是艰苦的

生活，但在这简单朴素之中又蕴藏着多少道手艺。炉灶中升起的炊烟，

老爷爷手中菜刀划过的豆腐，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几十年如一日，

每日三更起，看着古老的石磨，木质垫板，不知这上面曾做出过多少

豆腐和香干。离开时，我们预约了明早的豆腐脑，我们想尝一尝这原

汁原味的独具匠心的味道。

中饭有两道菜是黄书记炒的，这是我们上午调研考察时，买到的

油豆腐和香干。分量很足，我夹了很多，吃起来时，心里有点特殊感，

想起这两日以来，无论老师，学生，我们身份上更像是一大家子，大

家就是兄弟姐妹，黄书记给我们炒菜，张老师给我们添饭，有点像是

母亲炒出来奖励一下自己的孩子。

下午给孩子们第一节课是我上的朗诵课。因为是湘潭人韶山人，

我选择给他们一首《七律·到韶山》，孩子们很是活泼，相较昨日的

羞涩，今天像是吃了豹子胆，还敢跟我开玩笑了，我被一位男生逗得

直接蹲在地上。在教授过程中，我给孩子们讲了一些故事，告诫他们

要好好读书，日后为家乡争光。

尽管嗓子冒烟，我还嫌自己上的时间太少了，一不留神，好像已

经拖堂了八分钟，是该放他们出去一下了，上完课好像听到有人在叫

我的名字。仰头看是黄书记，她说要我带一个袋子上去，我提着袋上

楼，老师说，“你是不是没有带被子”，我心想……怎么老师知道如些

细致。“我从旅馆带了两条浴巾，你晚上拿着盖盖吧”我眼睛酸了一

下，我自己都不曾去想今晚怎么睡，老师却替我考虑了，内心满是感



动，却不知该如何表达。

有人问道我，三下乡是不是很艰苦，我回答，挺好的啊，她又问，

真的啊？我说，至少让我感觉很温馨。

（外国语学院 周通）

参观伟人故居，传承革命精神

7 月 7日，恰逢七七事变 82周年。湖南工程学院暑期 “三下乡”

社会实践团去参观瞻仰了开国元帅彭德怀的纪念馆与故居，全体成员

一起深入了解了开国元帅彭德怀的传奇一生，深刻感受了伟人的不朽

人格和崇高风范。

乌石镇瓦子坪彭德怀纪念馆前，清风吹拂，草木繁盛，党旗飘扬。

大家沿着百米长梯拾级而上，穿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廉政广场，

来到了彭德怀同志的铜像下，接着又参观了彭德怀纪念馆，刚到纪念

馆，实践团的党员同志庄严地举起右手，重温了入党誓词。彭德怀纪

念馆内，一张张工作照片、一本本学习记录、一句句发自肺腑的感言，

仿佛在我的面前诉说着彭德怀元帅一生的经历：他的一生，始终坚定

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的。毛泽东曾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为他

的老乡、战友彭德怀，写下了这样高度赞扬的诗篇：“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通过参观，实践团成员们进一步了解了彭德怀元帅光辉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无一不被彭德怀元帅为建军、建国立

下的不朽功勋和求实刚正、为民请命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所感动。在那

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仁人志士都经历血与火的磨炼，生与死的考

验，抛头颅、洒热血，奉献生命以及他们之所有。我们不可以忘记，



今天人们能够幸福生活，今天年轻人可以恣意张扬青春都离不开先烈

们抛头颅洒热血的艰苦奋斗！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 蒋怡雯）

在服务中锻炼，在奉献中升华

今天是“三下乡”的第四天。

我很荣幸能成为以传递爱心、志愿服务、乐于奉献、不求回报为

宗旨的这样一个团队的成员之一。作为大学生，我们不能养尊处优，

而应该履行义务，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即使我们的能力仍有限，

但一颗关爱之心不会磨灭，哪怕一句问候、一次搀扶、一次弯腰都能

为社会公益、慈善、福利事业、社会生态环保及建设和谐文明的社会

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作为一名服务社区志愿者，在服务与奉献中，我体验着这份“志

愿”的神圣与高尚，虽然活动只是由一些看起来平凡的小事组成。但

是这些平凡的点点滴滴都可能对服务的对象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在

不知不觉中可以起到一个拯救者的作用。当我们奉献自己一份力量的

时候，心里会觉得很幸福，觉得终于为社会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志愿活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志愿者不是单纯的奉献，我们也可

以从活动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就是一个受益者，我明白了很多为

人处事的道理，增强了组织能力，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和耐心。我并没

有夸大的意思，当你身在其中的时候就会明白，在奉献与劳动中，自

己便会不知不觉得成长起来。社区志愿者服务活动，是近年来各地新

兴的一项公益事业，要做好这项工作，作为服务社区的大学生我们更

要紧紧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营造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时



代新风，建立并完善进社区下基层志愿者服务组织向规范化、制度化、

经常化发展，从而全面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

作为一个志愿者，在助人的同时，也是自助。在使其他生命活出

色彩的同时，志愿者也可以从中得到思想上的升华，学会与人沟通，

学会关爱他人，也更深刻地领会到生命的意义。而且，志愿者的活动，

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提供了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让

我们为这一事业奋斗吧!让我们这些新时代青年来担负一些微弱的社

会责任。奉献出一点微光。

（国际教育学院 刘拓甫）

编辑：陈淑娟 刘 玲

校稿：蒋伟豪

审核：李叶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