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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盛夏之约赴盛夏之约 展青年担当展青年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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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盛夏，一年一度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如约而至，在今年“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重师学子们有的沿着红军的足迹重
走了长征路，用艺术思政课的方式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有的在乡村课堂上发光发热，用温情陪伴留守儿童，力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有的下到田间地头，为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活动展现了重师学子
的责任担当，也让他们在实践中获得了成长和磨炼，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编 按者

汇聚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今年暑假，我校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组

织专家教授和大学生党员团员前往重庆綦江
区、万州区、巫溪县等 27个区县开展乡村振兴
精准帮扶活动、乡村教育帮扶活动和红色文化
调研。

在老师的带领下，实践团成员来到石壕镇
石泉村，对红魂园、邱石坝、红军亭等多个红
色文化景点进行了多方位拍摄取景，利用图像
融合技术制成全景图，并结合 VR 技术生成
720度的数字虚拟场景，嵌入人工智能方法，
通过“数字人”解说详细介绍文化故事，运用
近期热点话题来展示红色文化发展历程，将石
泉村的红色资源搬到“云”上，建起了重庆市
第一个“云上虚拟乡村”。

团队成员充分运用綦江的红色文化资源，
打造“互联网+本土红色文化+乡村教育”模

式；在红军桥、烈士墓、司令部旧址等实地讲
述红军长征故事；录制微课并绘制对应的绘本
教材，将当地红色文化搬到线上平台，融入小
学课堂。据悉，这是实践团队继巫溪红色绘本
线上课程后，推出的又一具有重庆特色的红色
文化绘本和线上课堂，团队将继续打造“渝经
典——红色经典浸润乡村”系列小学线上课
程，让红色文化“活起来”。

与此同时，被聘用为“云上村干部”的学生
们为镇上 15个行政村人员开展《跨境电商数
字人直播运营设计与决策优化》讲座，普及人
工智能与大数据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应用；进
行原创线上课程讲解及虚拟仿真实验，为乡村
基层工作人员和青年农民带去新时代电商助
农新理念和新技能。大学生“云上村干部”也
将继续通过开展线上学习指导新农人、青年农
民学习“互联网+跨境”直播，让农产品走向世
界，提振乡村活力。

其中“互联网+产业”是实践团队的重要服
务内容，团队围绕石壕镇乡村振兴开展系列调

研采访、宣传直播等活动。例如团队开通了镇
上的第一个抖音商铺，完成了首次高山糯玉米
直播带货，首次观看人数最高达 300余人。通
过直播商品销售量超过两千件，成功帮助石壕
镇农特产品直播带货从无到有，迈出电商助农
直播带货领域的一大步。当地玉米种植户张
元均说：“以往来这儿做电商的人往往无功而
返，这次重师的学生们做成功了，我们以后就
能网上卖货了。”

为了实现高校服务乡村振兴长期化、常态
化，补足乡村振兴缺乏专业人才、可持续性服
务的短板。我校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的师
生独创了“云上村管”线上平台，通过集结高
校专家教授和学生骨干于“云智库”，解决人
才缺乏的痛点；用“云互动”对接乡村需求和
高校资源，解决可持续性服务的难点。“云乡
记”“云活动”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了乡村发展
的全网沟通，真正打通了高校与乡村，乡村与
社会的连接。

（来源：《人民日报》）

青衿之志，履践致远。为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引导和帮助广
大青年学生上好与社会实践相
结合的“大思政课”，在社会课
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
献”，重庆师范大学开展以“学
习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
征程”为主题的 2023 年暑期

“三下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
动。活动在全校领导的高度重
视和各学院、各部门的密切配
合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此次活动呈现出规模大、
层次多、范围广的特点。据悉，
全校共组建 486支实践团队，
共计1万多名师生参与，活动服
务范围覆盖四川、贵州等多个
省市和重庆綦江、合川、万州、
巫溪等多个区县。其中不少活
动受到人民网、新华网、中新
网、重庆日报等主流媒体网站
报道，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在本次“三下乡”活动中，
从学校到学院层面，均以多样
化的方式组织学生开展了各具
特色的实践活动：有的依托红
色资源，让学生在红色文化的
熏陶中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奋
进力量，例如“新时代长征路上
的青春”实践团、马克思主义学
院“旗帜·传薪火”实践服务团
和文学院“弘文·振乡”蒲公英
实践团；有的借助师范院校优
势，用爱心支教助力教育发展，
例如外国语学院“‘英’韵巴渝
‘童’心‘童’行”阅微致远服务
团、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王红
旭”团支部乡村振兴服务团和
化学学院“‘启’航璧山，逐‘蒙’
未来”实践团；有的紧跟时代潮
流，利用电商平台为村民直播
带货创收，例如新闻与传媒学
院“超广角”实践团、计算机与
信息科学学院寻访团和初等教
育学院志愿服务队。此外，还
有理论宣讲、农业调研、文艺表
演、文创设计等多种形式，总之
是全面开花、亮点纷呈。

芳华待灼，砥砺深耕。在
这个夏天，重师学子深入城市
街道、企业社区、农村工厂，在
观察中思考，在行走中收获，在
实践中积累了底气、磨炼了志
气。接下来，重师青年将积极
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对青年的号召，坚定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
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
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通讯员：谭钧）

讲台变舞台，我校这堂大型艺术思政课“亮了”！

7月，由我校和綦江区共同打造的“新
时代长征路上的青春”大型艺术思政课在
綦江区石壕镇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开讲。
在这堂特殊的思政课上，讲台变成舞台，师
生和当地群众化身演员，通过情景诗朗诵、
情景剧、民谣、快板书、现场访谈等形式，
进行沉浸式“授课”，创新了“大思政课”的
打开方式。

“门前有段长征路一直陪伴我成长，门
前有段长征路正在带我去远方；归来的青
春归来的你，祖国无处不家乡……”现场，
我校联动延安大学、遵义医科大学、井冈山
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的“青马工程”学员，
携手石壕镇长征红军学校中学生倾情演唱
《门前有段长征路》，充分展现赓续长征精
神的青春风华面貌。

“爷爷的爷爷是红军，久远的故事动我
心。他誓为中国寻生路，当年一去杳无
音。”在綦江，当年的“红军司务长”虽无
名，但他的故事却流传在石壕镇的大街小
巷里。红军烈士后人刘辉与红军守墓人赵
福乾携手我校学生代表、石壕长征红军学
校小学生带来情景讲述《爷爷！当今盛世，
如您所愿！》和原创红色校园民谣《爷爷的

爷爷是红军》，演绎了寻找和守护“红军司
务长”的初心故事，奏响了一曲长征路上无
名英雄和军民鱼水情深的赞歌。

学生代表们还倾情演绎了原创情景剧
《寻路》，真实还原了时代楷模、当代“愚
公”毛相林敢向绝壁要“天路”，带领村民
奔赴幸福生活的感人事迹，歌颂以毛相林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披荆斩棘、攻坚
克难的壮举，激励当代青年艰苦奋斗、奋勇
前行，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市教委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邓朝喜观看
节目后表示，这堂艺术思政课以新时代长
征路上的青春为主题，用舞台艺术的形式，
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大思政课”，拓
展了“大思政课”的内容和形式。重庆师范
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志军指出：本次课程是
一堂思想性、艺术性、参与性相结合的“艺
术思政课”；是校地、校企、校校深度合作，
大中小学生联动的立体式大思政课；是一
堂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将“三尺
讲台”化为“四方舞台”的生动主题党课。
课程总创意、总设计师，重庆师范大学全国

“青马工程”研究培训基地客座教授段晴介
绍：“从校园思政小课堂走向广阔的社会思

政大课堂，我们用青春的视角带大家感受
綦江独特的红色文化内涵，了解新重庆跑
起来的时代风貌，用青春独有的方式赓续

长征精神。”
思政课后，重师学子也有许多感悟,来

自初等教育学院 2022级小学教育（数学）
专业的颜玮深有感触地说道:“一首首原
创红色校园民谣，一部部原创情景剧，无不
展现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青春风采。作为中
华民族的接班人、准人民教师，我们应该将
伟大革命精神融入校园教育，赓续革命精
神，厚植青年担当。”来自生命科学学院
2021级生物科学（师范）专业的黄晓莉表
示自己从这堂大型艺术思政课中感受到了
綦江独特的红色文化内涵，了解了新重庆
跑起来的时代风貌，深刻明白未来属于青
年，希望寄予青年。她说：“作为新时代的
青年，我们应赓续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以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篇章为己任，坚定信仰、坚守
初心、坚持创新，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
望，成为可担大任、可堪重用的有为青
年。”来自历史与社会学院 2021级社会工
作专业的张冬旭则说道：“此次思政课，重
庆师范大学深入学习长征精神，全面利用
石壕镇丰富红色历史资源基础进行开发设
计，带来一场形式新、内容新、意义新的思
政课。这堂课是我们学习长征精神和马克
思主义的宝贵机会，也是从“思政小课堂”
到“社会大课堂”的知行教育。未来，我们
要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坚持学习马克思主
义和以长征精神为代表的优秀民族精神资
源。”

据了解，活动当天共有 200余名师生
和群众现场观看演出，近 800万人次通过
网络线上观看直播。

（来源：人民网 校团委）

▲ 原创红色校园民谣《门前有段长征路》 ▲ 原创情景剧《寻路》

▲ 原创红色校园民谣《爷爷的爷爷是红军》 ▲ 陕北说书《半碗饸饹》

▲ 原创诗歌朗诵作品《带在身边的祖国》

◀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学子为村民直播带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