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大团〔2020〕12 号

共青团海南大学委员会

关于开展 2020 年海南大学大学生志愿者

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志愿活动暨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各学生组织：

为引领广大青年学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

要思想，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通过社会实践坚定理

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进

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现就做好 2020 年海南大学大学

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志愿活动暨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小我融入大我，青春献给祖国

决战脱贫攻坚，投身强国伟业

青年服务自贸港，践行使命与担当

二、总体安排

1.突出主题。聚焦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五四寄语和给北京大学

援鄂医疗队“90 后”党员回信精神为重点，结合阅读“习

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系列访谈实录，让青年学生通过深入

的社会实践，深刻领会新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伟力，深切

感受人民领袖春风化雨般滋养青年心灵的精神魅力，从而更

加自觉地用新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2020 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打

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的发

布，明确提出了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

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的总体目标，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要通过深入的社会实践，让青年学生以实际行动

助力自贸港发展，切实在自贸港建设中受教育、长才干、作

贡献，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确保安全。以保证学生健康安全为首要前提，严格遵

守疫情防控要求，中、高风险地区不得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

动，低风险地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展。活动开展前，要

充分研究形势，做好安全预案。根据疫情形势动态调整工作

部署，如遇突发情况，应立即暂停相关地区的活动，妥善做



好有关安排，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

3.就近就便。留琼留校学生以海南省为主，假期返乡学

生以家乡为主开展社会实践志愿活动，尽量减少活动半径。

严禁组织大规模、大范围人员聚集活动，不出境，原则上不

跨地区进行。

4.创新形式。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今年“三下乡”暑期

社会实践要注重探索创新“互联网+社会实践”新模式，鼓

励师生采取“云组队”、“云调研”、“云访谈”等网络形式开

展。策划开展“我为海南自贸港作贡献”“我的返家乡实践

故事征集”、“2020 年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优秀实践调研报

告征集”、“镜头中的三下乡”等系列线上活动，推动线下线

上融合联动。

5.务求实效。按照“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原则，

进一步严实作风，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要力求实

效， 反对“形式主义”、“摆拍走秀”；要深入实际，力戒走

马观花、蜻蜓点水甚至观光旅游；要帮忙不添乱、增彩不增

负，不给基层增加负担。

三、主要内容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

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结合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学习教育，突出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大

力开展返家乡社会实践等重点，引导青年学生参与属地化、



常态化的社会实践志愿活动。

四、实践方式

全校各级团组织要在广泛动员基础上，结合“青年红色

筑梦之旅”活动的相关要求，分别以团队、个人形式，深入

基层开展社会实践志愿活动。

（一）团队形式：在全校范围内遴选校级、院级重点团

队在海南省各市县融合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开展各项活动。

1.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帮扶团

招募教师学生组建实践团队，到海南省贫困地区开展实

地调研、技能培训、基础教育、医疗扶持、电商带货、就业

服务、资源对接、信息服务、志智双扶、基层社会治理等领

域的实践活动，帮助发展乡村产业，改善基础设施，美化乡

村环境，促进公共服务，提升乡风文明。

2.海南自贸港建设助力团

招募教师学生组建实践团队，到海南省各市县开展“青

春助力自贸港建设”基层宣讲、公益活动、文艺演出、培训

交流、志愿服务、外语水平提升等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为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3.“互联网+”三农服务实践团

重点面向全校互联网、电子商务、农业相关专业大学生

招募组建实践团队，深入海南省三农资源比较丰富、“互联

网+”配套设施比较完善的乡镇，宣传贯彻“互联网+”工作，

开展专项调研，提供互联网、电子商务相关知识普及，网店

建设及运营等方面培训和实践支持。



4.理论普及宣讲团（含“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专业

团队“政策宣讲小分队”）

重点在全校大学生骨干培训班和学生理论学习社团中

招募组建实践团队，继续深化“四进四信”活动开展，深入

海南农村乡镇、城市社区、生产企业等，重点围绕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海南建省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等，开展

宣讲报告、学习座谈、调查研究、政策宣传等形式多样的普

及宣传活动。

5.依法治国宣讲团（含“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专业

团队“法治中国（海南）小分队”）

重点围绕实施“七五”普法规划，在海南省内开展法律

法规宣传、法治建设宣讲、法治成果展示等形式的社会实践

活动。

6.科技支农帮扶团（含“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专业

团队“科技中国（海南）小分队”）

重点在全校的涉农院系中招募组建由专业教师和学生

组成的实践团队，在海南省内相关县域与当地农业部门或农

广校合作，开展农技人员培训、农业科普讲座、先进农技推

广、为农民提供“田间地头”的生产实践指导等服务活动。

7.教育关爱服务团（含“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专业

团队“教育中国（海南）小分队”）

重点在全校相关专业中招募组建实践团队，到海南省基

础教育薄弱、教育资源匮乏的贫困县（乡），协助当地教育



部门开展教师培训，帮助当地优化教育资源、提升教学质量。

同时，以关爱留守儿童为重点，组织大学生团队开展课业辅

导、素质拓展、亲情陪伴等活动。

8.文化艺术服务团（含“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专业

团队“形象中国（海南）小分队”）

重点依托全校各类学生艺术团队和文艺类学生社团招

募组建实践团队，以弘扬时代精神、倡导文明新风为目标，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精心编排基

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贴近基层生活实际的文艺节目，到海

南省乡镇农村开展巡回演出。

9.美丽中国实践团（含“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专业

团队“幸福中国（海南）小分队”）

重点依托设有相关学科专业的学院及学生环保类社团，

招募组建重点团队，到海南省农村基层、县域城镇和城市社

区，围绕环境污染、水资源保护、垃圾处理、气候异常、资

源开发、自然灾害预防等，开展科普知识宣讲、社会调查研

究、发展建言献策等活动。

10.鹦哥岭自然保护区实践团

重点面向涉林专业，招募组建由专业教师和学生组成的

实践团队，到鹦哥岭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开

展林业科考、青春守护体验、社会课题调研、社区服务、青

年志愿者论坛等活动。

11.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团

招募教师学生志愿者深入海南省各市县开展学习实践



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

跃文化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等志愿服务活动。着眼倡导

文明生活风尚，积极参与保护野生动物、宣传科学健康文明

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引导群众革除陋习不吃野味，提高公

众生态环保意识。

上述重点团队团队人数应不少于 3 人。

各学院还可根据学科专业实际情况组织社会实践志愿

团队。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的创新创业团队须申报参加“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二）个人形式：针对于未以团队形式进行社会实践活

动的个人，可结合疫情防控实际情况开展，并形成书面报告。

1.开展返家乡社会实践。开展返家乡社会实践志愿活动，

以政务实践、企业实践、公益实践、社区报到、兼职锻炼等

为主要方式，引导青年学生了解国情民情，服务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

2.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五四寄语和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90 后”党

员回信精神为重点，结合阅读“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系

列访谈实录，深刻领会新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伟力，深切

感受人民领袖春风化雨般滋养青年心灵的精神魅力，从而更

加自觉地用新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3.寻找身边创业经营案例。积极寻找身边或先进性的创

业经验，认真学习先进经验，并将所学经验积极实践到日常



生活中去理论结合实践，实践验证理论，为成为祖国栋梁之

才积累理论知识，增长实践才干。

五、有关要求

为推动此次社会实践活动提升组织动员效率、完善项目

评价机制，2020 年将继续推动建立并完善实践团队团队备案

制度。各学院拟组建团队，根据申报团队优秀程度排序填写

《2020 年海南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重点团队立项申报表》(附

件 1)以及《2020 年海南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重点团队立项汇

总表》(附件 2)，于 7 月 13 日中午 12 点之前将各团队申报

表（附件 1）与学院汇总表（附件 2，请排序填写，并加盖

学院党委章）报送至思源学堂 A-404 室。届时学校将组织专

家进行评审，遴选出不少于 40 支校级重点团队，根据实际

产生费用给予经费支持；对于表现优秀的院级重点团队给予

部分经费支持。

各学院团委要在 2020 年 9 月开学初积极组织各团支部

（团总支）开展支部内交流分享会等活动，营造良好氛围，

总结活动成效，并于 2020 年 9 月 20 日提交本学院暑假社会

实践活动工作总结，电子版发送到校团委科技实践科邮箱

xtwkjsjk@hainanu.edu.cn，纸质版材料签字盖章后报送校

团委科技实践科（思源学堂 A404）。

六、其他

请各学院要高度重视今年暑期社会实践的组织工作，制

定详细、周密的工作方案，加强安全教育，增强学生安全意

识，要高度重视实践团队的安全保障工作，明确院（系）暑



期社会实践安全工作联系人，保持通信畅通。按照今年工作

的总体部署，本着积极组织，省内实践的原则，从实际出发，

精心设计实践项目，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做好安全教

育，组织学生积极参与。

联系人：罗富晟、张师源（老师）0898-66256983

邢富程（学生）13158965659

附件 1：2020 年海南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重点团队立项申

报表

附件 2：2020 年海南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重点团队立项汇

总表

附件 3：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海南赛区“青年红色逐梦之旅”活动方案

附件 4：实践论文（调查报告）排版打印格式要求

共青团海南大学委员会

2020 年 7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