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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7 月底，在上海视
觉艺术学院学生处、校团委、
新媒体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的共同支持下，一支由10
名师生组成的红色研学实践
团集结出发，在贵州度过了难
忘的5天之行。了解了当地的
风土人情，参观了红色场馆，
惊叹乡村的快速振兴，这些只
是开始。10 名师生既是参观
者，又是导演、记录者。他们
的目的是出品微团课，传播更
多的红色见闻。

“我们的视频制作已经进入
倒计时了，预计8月上旬就能出
炉。”刚刚参加了“大黔视界”红
色研学实践团的上海视觉艺术
学院2020级艺术与科技专业学
生、新媒体艺术学院分团委副书
记柴云昕告诉记者。

感受乡土人情
助力非遗传承

红色研学实践团第一天的
行程是前往花溪区青岩镇龙井
村（锦绣计划）贵州织黔货非遗
文创体验馆进行非遗手作体验：
传统印染团扇和竹制帆布包。

柴云昕告诉记者，所谓豆染
就是用黄豆作为防染剂的染制
工艺，是中国传统印染技艺中的
一种，需要借助镂空的图案模
板，以黄豆为主要原料制成防染
剂，涂在布料上进行染制，具有
极高的环保价值。相比于蜡染、
枫香染、扎染等印染技艺，豆染
曾经主要流传在侗族、水族和穿
青人地区，现在很多地区已经濒
临失传，只有极少数人还熟悉制
作流程。

在贵州织黔货非遗文创体
验馆，师生们还邂逅了贵州工艺

美术大师张婷婷。通过对她进
行人物访谈，大家得知原来对方
多年来一直坚持 100%原创设
计，打造原创民族品牌，将非遗
工艺、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与创
新技艺融合。

带队老师之一的上海视觉
艺术学院新媒体艺术学院分团
委书记孙晓婷表示，接下来，
实践团的成员将利用数字化技
术高效和便捷地帮助这位非遗
传人传播传统文化，使其重焕
活力。

之后，实践团又对乡村振兴
驻村干部烤烟支部村支书兼主
任吴倍国进行访谈，深入了解乡
村发展状况、就业环境、生活变
化等，挖掘果里村内脱贫攻坚的
故事。

与此同时，实践团在果里村
宣讲资助育人政策，希望打造传
承红色基因的“扶贫、扶志、扶

智”资助育人新路径，更加全面
地帮助贫困学生圆梦。

追忆峥嵘岁月
拍摄主题团课

此次红色研学实践团的足
迹遍布了多处红色场馆和遗址。
在中共贵州省工委遗址，实践团
通过历史的回声，聆听时代的脉
搏，录制《中共贵州省工委的红色
往事》第一堂主题微团课，并于馆
内举行红色故事选编阅读分享
会，畅谈自己的读书心得。

在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
念馆，实践团成员们录制了《聆
听息烽集中营革命先辈的故事，
感受信仰的力量》第二堂主题微
团课。

巧合的是，视觉学院的这支
实践团与西南大学“研学万里建
新功”暑期社会实践团在纪念馆
内相遇，双方成员就如何结合各

自专业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更
多活力进行探讨。

观赏红色影片、开展“红色
记忆碎片”党团知识游戏……之
后，实践团又走进贵州省黔西市
红色大关陈列馆和盐运文化陈
列馆，感受伟大的长征精神，并
在那里录制了第三堂主题微团
课《在重温红色历史中擦亮初心
——走进黔西市大关镇》。

红色大关陈列馆馆长张光
鸥为队员们介绍了大关镇农文
旅综合发展的情况以及红色历
史。双方确定红色微课进校园
合作模式，达成签约合作事项。

孙晓婷表示，未来，实践团
将积极传播贵州文化，讲好贵州
故事，凝练贵州符号，展现新时
代的贵州形象。后续将不断推
出更多反映贵州时代特征的优
秀作品，为贵州打造一张靓丽的
文化名片。

在革命老区
见十年乡村巨变

桑植县是贺龙元帅的故乡，
是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的中心和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
地。“改善了，全部都改善了，生
活、住房、交通，都改善了。你
看，交通方面变化多大，从前下
了雨出来就是满脚泥巴，现在道
路硬化后下了雨出来脚上不沾
泥巴。”彭家湾村80后村支书廖
晓晖激动地向大家说道。

为探寻湘鄂西革命老区积
极利用特色产业发展赋能乡村
振兴，在新时代十年间实现翻天
覆地变化的“红色密码”，由马克
思主义学院秦淑娟老师指导，国
际经贸学院刘滨雁同学带领的

“稻根科抖行”实践团队深入湘
鄂西革命老区，赴湖南桑植县开
展了实地调研。

大公山镇斗篷山村海拔
1400米，完成脱贫攻坚后，积极

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秉持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理念，
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发展中药
材产业增加经济收入，靠自己勤
劳的双手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实
现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并行。

从费县手绣
观十年非遗传承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
副书记刘海泉老师、团总支书记
胡婷指导的“非遗不遗 沂脉相
承”实践团队奔赴山东临沂，着
重调研了以费县手绣为代表的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与费县第五代手绣传人
卞成飞老师的交流中，团队成员
得知，她原创设计制作手绣24
大类1000多个品种，累计举办
手绣公益培训课堂 590 余期。
同时为解决村民就业困难，当地
于2016年在省重点贫困村崔家
沟成立了手绣扶贫工厂，依托费
县手绣非遗项目带动费县及其

周边500多名妇女和残疾人实
现了就业创业，每年人均增加收
入1.5万到2万元。

“不出家门，不出院子，能看
孩子能做饭，一天还可以赚几十
元”，这是当地人的深刻感受。
队员们也在卞老师的带领下动
手学习了费县手绣这一刺绣技
法。队员王晓凤通过绣制荷包
感叹道：“没想到简单的一根针
和线居然能绣出这么多的花样，
费县手绣真是魅力无穷。”

近十年来，在做好普查、挖
掘、整理、申报、保护等一系列工

作的同时，临沂市积极开展“非
遗进校园”活动，让学生切身体
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限魅力
与独特文化价值，增强让传统文
化传承下去的信心。

访自贸岛
寻十年经济腾飞之路
为探索海南自贸区先行先

试的创新模式，由马克思主义学
院胡永中老师指导，工商管理学
院谢赜宇同学带领的“走进家乡
自贸岛”实践团队来到了海南省
海口市多个企业。

国际旅游岛和自由贸易岛
两大国家政策总体上为海南提
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经济发展
水平提高了，海口民生改善了，
海南自由贸易岛愈发成为中国
与世界接轨的窗口。通过进一
步走访企业，团队成员更加感知
到两大政策对于海口市相关行
业与企业的经济影响是实实在
在的。

“无论是海口国际免税城内
熙熙攘攘的人群，海口江东新区
内拔地而起的总部大楼群，还是
民营企业先进的食品生产技术
和广布的全球贸易网络，都是国
际旅游岛政策和自由贸易岛政
策的落地实施，给海口市经济发
展注入的强大力量的具体体
现。”工商管理学院2021级学生
谢赜宇是一名海南学子，看到家
乡在两大国家政策扶持下展现
的蓬勃生机，让他对海南十年来
的变化充满了喜悦，对海南自贸
岛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调研团队成员纷纷表示，作
为新时代财经类大学生，他们始
终怀揣着深深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热切期待能够以所掌握的专
业知识为基础，更好地为家乡对
外开放作出更多贡献。

走家乡 看变革
大学生从家乡发来“观察报告”

既是参观者，又是导演、记录者……
视觉学院的这支红色研学实践团很燃

“上大学之后，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次调研让我
更直观、深刻地感受到了家乡这十年发生的巨大变化。”
来自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物流管理专业的刘

滨雁同学在结束调研后感慨地说道。
今年暑假，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校团委共同开展

“走家乡 看变革”——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暑期专项社会实践活动，48
支队伍，近300名学生将青春的脚印标记在上海、安徽、湖南等20多个
省市。他们从各自家乡发来“观察报告”，汇聚起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

生动画卷。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大学生
们从各自家
乡发来“观
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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