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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应用技术大学2016年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活动 

简   报  

第 3期 

共青团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委员会主办           2016年 8月 6日 

 

编者按：自古圣贤之言学也，咸以躬行实践为先，识见言论次之。八

月已至，2016 年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简报第三期也已顺利出版。本期

简报着重概述上应学子实践出行的阶段性成果，讲述上应青年在实践

中成长，内容涵盖长征路上新实践、三下乡、知行杯、专业实践、历

史文脉等多个板块。相信在“知行合一”实践精神的指引下，上应青

年一定会在实践中丈量时代前进的脚步。 

 

长征路上新实践 

厚德精技，阔步新征程；砥砺知行，青春心向党 

——记工创学院实践团队赴江西广昌、瑞金重走长征路 

7月底，工创学院“赣南长征路”实践团队前往江西广昌、瑞金两地，开展

以“‘长征精神—赣南老区家风’对于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为主题的实

践调研。团队成员们用双脚踏遍广昌、瑞金，用心聆听红军故事，解读长征精神

影响下赣南老区独特的家风，调研家风对于当地文化、经济的微观影响。 

在广昌，团队成员们走访广昌革命烈士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追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足迹，缅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牺

牲的烈士。馆内陈列的苏区票证、武器、照片和烈士遗物等，述说着红军战士不

怕牺牲、勇往直前、坚忍不拔的长征精神。在高脑虎红军烈士纪念碑前，全体成

员向当年牺牲小我、保卫大我的苏区红军三次鞠躬，以表达对红军勇士的崇高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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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在赣南老区的这片红色土地上，当地人民从小听着红军长征故事成长，红军

革命意识早已潜移默化地深入当地人的心中。在采访红军烈属赖旭生老先生时，

他从柜子里拿出父亲赖必坤的烈士证书说道，在 7个儿女的成长路上，他时常拿

出这张证书，时刻警醒他们，作为红军烈属，不能做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并且

每年都会带着孩子们来到高脑虎红军烈士纪念碑前，带着他们去找出印刻在墓碑

上爷爷的名字。家风是支撑一个家庭乃至家族世代前行的精神内核，万千“小家”

的“家风”更影响着整个民族的价值观和道德内涵。 

在瑞金走访期间，成员们参观了三大全

红区的展馆，感受坚韧不拔的“苏区精神”

和“长征精神”，并积极走访瑞金各行各业，

完成了“长征精神-赣南老区家风”问卷调

研，老区人民普遍反映长征精神确实影响到

了每家每户，身为老区人民以此为骄傲。而

国家对于老区的帮扶政策对于当地的经济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红军在长征中巨大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至今仍影响着一代人热血沸腾。80 年的岁月长河里，一代又一

代的赣南儿女用生命和热血，演绎、诠释、延续长征好汉之不朽精神。通过此次

实践，团队成员们将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继往开来，时刻勉励自我不畏艰难、

敢于创新、勇往直前，在长征精神的引领下，坚定理想信念，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路，用青春托起上应梦、中国梦。 

【工创学院 徐其樱 供稿】 

 

传扬红色精神 凝聚兴国之魂 

7 月 26 日，经管学院“长征小队”赴甘肃省会宁县会师镇开展“长路上新

实践”暑假社会实践。本次实践通过宣讲红军长征精神，让更多市民群众了解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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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一系列革命事迹，以此来践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 

在开展本次实践活动前，团队成

员们将前期查阅的资料制作成了宣

传单页，内容包含了红军在会宁县发

生的故事以及成功会师等红军长征

知识。经过反复确认宣传单页内容的

准确性后，团队成员们印刷了 500

份材料发放给当地市民。团队成员们

从会师楼大酒店出发，沿会师南路、会师北路、长征北路和长征南路，在沿途的

居民小区、学校周边进行了长征精神宣讲及宣传单页的发放。在向当地居民宣讲

长征故事、宣扬长征精神的同时，很多老人也向成员们讲起了他们父母在会宁会

师时的所见所闻，这也让成员们收获颇丰。在途径会宁县东关小学时，团队成员

们在老师的帮助下，在操场上进行了长征知识问答活动，帮助当地的学生了解家

乡的光辉历史，在寓教于乐中理解长征精神，感悟长征精神。 

通过此次会宁县长征宣讲，团队成员们不仅了解了许多长征的历史与历程，

从回忆长征故事中体会到了红军战士不畏艰险、艰苦卓绝的的长征精神，同时更

将长征历史和长征精神带给了当地更多的居民，并从中了解了许多未曾了解到的

第一手故事资料。作为当代大学生，更应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不断

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走好青年一代的长征路，用实际行动续写现代长征新故事。 

【经管学院 周梦笛 供稿】 

 

三下乡 

一路黔行，关注留守儿童 

——记经管学院赴影山镇桑麻村实地调查 

7 月 20 日，经管学院暑期实践小组赴贵州省独山县影山镇桑麻村进行实地

考察，就“留守儿童成长情况”这一主题对当地居民进行实地走访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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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们首先在村民的住所对当地村民进行实地访问调查，成员们就现如

今在落后地区乡镇人对于留守儿童的成长方面有怎样的理解和留守儿童的问题

心理等问题进行了采访。紧接着，团队成员们走访到了当地村长的住所，对于该

村父母在外打工情况、留守儿童是否存在着某些心理问题和家庭原因进行了更为

深入的了解。通过走访，成员们了解到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

育相比于父母能在身边陪同的儿童可能在这些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欠缺。在诸

如青春期这种容易产生思想偏差的时候缺少

父母的教导，很可能给孩子留下难以磨灭的印

象。 

通过这次调查，成员们深刻认识到了当前

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团队

成员们也将在今后开展的实践中围绕实地走

访中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有关部门更

好地帮助留守儿童建言献策。 

                                          【经管学院 计艺美 供稿】 

 

知行杯 

借文造今朝，耀指艺苑情 

——记外国语学院“都市文化与创新”实践活动 

7月下旬，外国语学院“都市文化深入探究”社会实践小组奔赴湖北省武汉

市围绕“都市创意文化”开展实践活动。此次活动以研究武汉长江大桥的建筑意

义，考察户部巷人文风貌，对比楚河汉街古今文化以及传扬武大校园文化为目的，

分别参观了武汉市具有都市创意文化的各类景点。 

团队成员们首先前往武汉长江大桥进行实地调研。作为当地标志性建筑，武

汉大桥造型独特，凝聚着我国桥梁工作者的智慧和精湛的工艺技巧。通过考察，

并在查阅相关文献后，成员们认为武汉长江大桥不仅仅是方便交通运输的工具，

更是沟通交流的文化枢纽。 

随后成员们走访了远近闻名的户部巷。通过实地走访调查，成员们从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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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了解到户部巷本是一条破旧的小巷，经由政府投资，并依照明清古朴形制修葺，

化古老于新韵，加上政府的关注、媒体舆论的引导和广大经营户的努力，如今已

成为全国闻名的具有汉味小吃特色的知名品牌。由此可见，政府对于都市文化建

设的热切关注，更调动了成员们对于深入研究都市文化的积极性。  

实地调研的第三站，成员们抵达了被誉为“中国第一商业街”的楚河汉街。

其作为城市历史文化和生态景观工程，是中国最具建筑特色的城市商业步行街。

楚河汉街主体采用民国建筑风格，灰白相间的清水砖墙、乌漆大门、铜制门环和

巴洛克式卷涡状山花的门楣，点滴处无不传承了历史的记忆。漫步在充满历史感

的街区，成员们认识到文化与创意密不可分的紧密关系。  

拥有百年历史的武汉大学是本次暑

假社会实践的最后一站。武汉大学坐拥

珞珈山，环绕东湖水，宫殿式建筑群古

雅壮观，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校园。

通过相关资料查阅，团队成员们发现武

大樱花约在每年三月下旬开放，吸引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流连观赏，也暗

暗推动了校园文化的传扬与发展，从而推进了都市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通过此次社会实践活动，成员们亲眼见证了武汉市用实际行动推动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并推进了都市文化的创新与传承。通过调研武汉城市文化建

设的好做法，团队成员们将在其他城市调研基础上，为城市文化的发展与建设提

出创新性思路。 

【外国语学院 傅倩茹 供稿】 

 

梦回沪上，探寻古镇的寂静与喧嚣 

7月中旬，工创学院“钟声客船”社会实践小队来的上海知名景点七宝古镇，

围绕古镇的文化古迹保留情况进行实地调研。 

成员们首先通过询问古镇工作人员，对景点现存文化古迹进行了统计，并以

此制定了行进路线，依次走访了棉纺织馆、老行当、蟋蟀草堂、七宝当铺等具有

古镇特色并且保留较为完好的景点。调研过程中，成员们发现七宝在棉纺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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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行当等古迹的保护方面做得十分

到位，既能表现民俗古风，同时对

房屋的布局规划也十分考究，在不

占用太多门面房的情况下，很大程

度上还原了当时民居的住房布局，

吸引了众多游客；同时，成员们也

发现，蟋蟀草堂、七宝当铺等古迹

的保护还需进一步加强。 

通过本次调查，成员们对于七宝古镇在整体宣传、商业化开发、古迹保护、

民俗宣传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有效地发现了古镇目前存在值得改进的部

分。后期，团队成员讲座探索其他古镇管理方法的基础上，厘清古镇建设管理与

文化保护的好做法，为各地古镇提供开发新思路。 

【工创学院 胡国强 供稿】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计算机学院赴奉贤公安分局调研防骗状况 

7月下旬，计算机学院暑假社会实践“IT大大”小组前往位于奉贤南桥的上

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就“如何谨防诈骗”进行实地采访调研。 

成员们就三个主要的问题对奉贤公安分局的警官进行了采访，分别是学生如

何识别伪装出现在校园的诈骗组织、如何帮助同学摆脱深陷的诈骗团伙和如何与

警方组成有效的阵线去打击诈骗团伙。 

针对上述提问，警官给予大家两

条准则：一是不去轻信各种各样非官

方的教育机构的电话，不贪小便宜。

二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尽快与警方联系，

每个高校都有相关的高校派出所，会

有专人负责此类案件。 除此之外，警

官还提醒团队成员一定要提高警惕，在不清楚状况的情况下保持冷静，及时与老

师、家长和同学确认信息并取得联系，更好地防范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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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次实践专访，团队成员们对校园诈骗有了一定的了解和防范。后期，

团队成员们将制作有关制品帮助同学们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不轻信他人的言语

诱惑，帮助同学们提高鉴别力，加强防范能力，全面有效地帮助同学们谨防诈骗，

更好地保护自我。 

【计算机学院 王颖忠 供稿】 

 

专业实践 

深入基层，实践成才 

7 月 20 日，电气学院暑假专业实践小队前往上海石化热电总厂开展暑期专

业实践活动。 

在厂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团队成员们首先参观了厂区的各个设施，其中包

括了热电一站、热电二站、燃料输运站、自控中心、安全环保处、生产处、设备

处、人力资源处等等。尽管天气炎热，厂区的技术人员仍然热情洋溢地向成员们

介绍了电厂工艺流程和发动机原理等等相关知识，并利用浅显易懂的解释帮助团

队成员们更好地理解工艺技术。除此

之外，团队成员们还在保证安全的情

况下，亲自操作了厂区的部分设备，

帮助厂区的工程人员进行数据分析。 

通过此次专业实践，团队成员们

学习和了解了自动化领域的工程实

际运用和目前发展状况，帮助团队成

员们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作风，

提升团队成员们在生产现场中将科学的理论知识加以验证、深化、巩固和充实的

能力，为后继专业课学习和实践环节打下良好的基础。 

                                       【电气学院 张炜杰、任嘉浩 供稿】 

 

药食两用真菌猴头菇的调查与研究 

7月 22日，香料学院暑期社会实践“TOP团队”来到青川县方形树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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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菌加工厂进行调研参观。 

方形树集团是一家生态农业公司，作为享誉全球的高品质农业公司，其宗旨

就是诠释生态食品，缔造健康生活，时时刻刻做好每一件平凡的事。猴头菇是一

种药食两用的真菌，在药材市场和现代超市都会

有它的身影及其衍生食品的出现。团队成员们首

先前往园区加工厂的药材存储室，对猴头菇价格

以及销售情况做相关方面的了解，并对目前的猴

头菇药材的市场现状进行一定的探究分析。随后，

团队成员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对产品加工仪

器、产品加工流水线进行了参观。在参观的过程

中通过展览板等了解到了一些必要的操作和知识，

进一步加深了猴头菇在实际生产中的操作过程。 

通过本次实践，成员们深刻地体会到了原生

态菌类的发展潜力，后期将围绕猴头菇的生产工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提出

更好的生产方案，提升猴头菇的市场竞争力。  

【香料学院 曹世杰 供稿】 

 

历史文脉 

薪火传万代，历史永流传 

——记艺术学院赴上海新场古镇调研 

7 月 20 日，艺术学院暑假实

践小队来到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

新场古镇，围绕传统文化进行调

研。 

团队成员们抵达新场古镇后，

对当地居民发放了关于上海传统

文化发展的调查问卷，并对住户、游客、商家三类人群随机进行了采访。在采访

中，团队成员们发现，新场并没有进行大力度的旅游开发，而是在保障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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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同时，适度的对商业进行了合理布局。在宣传方面，新场并没有采取铺天

盖地的推广，而是利用流传至今的“盐文化”吸引游客的到来。在这两方面的共

同作用下，新场才得以保留了最原汁原味的上海文化。 

通过此次调研，成员们看到了相关单位对于文化的保护和推广，也体会到了

古镇带来的历史气息。团队成员们将会在今后的实践中，推广并完善此次实践得

出的新场传统文化与旅游发展相结合的经验，更好地为传统文化保护建言献策。 

【艺术学院 唐逸晟 供稿】 

 

【编后语】新场古镇，位于沪南公路南汇段的中间，浦东新区中南部，是原南汇

地区的四大镇之一，曾经有“金大团、银新场、铜周浦、铁惠南”的说法。新场

地区原为下沙盐场的南场，是当时盐民用海水晒盐的场所。随着海滩慢慢扩大，

盐场也逐渐成了盐民居住和交换商品的场所。在新场成镇之时，正值下沙盐场鼎

盛时期，盐产量和盐灶之多，胜过浙西诸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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