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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心动的社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 马宇丹

系上绿围裙，扣上黄草帽，拎上锄

头、水桶，顶着太阳，王亭予在杭州初秋

近 40摄氏度的高温中，踏上了一块黄土

地。这不是乡村地头的生产实践，也不是

真人秀拍摄现场，而是浙江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的《农业

推广理论与实践》课堂。

就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东北角的

一块试验田里，浙江大学 2023级农村发

展专业硕士研究生王亭予和同学开始了

他们的浙大版《种地吧》。在田间为他们

授课的，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百人

计划”研究员鄢贞。

在实际教学中，鄢贞发现，农业经济

与管理专业的学生中，非农业地区生源

占比很高，没有实际农业劳作经历，对农

学与田间栽培相关知识普遍缺乏。“近年

来教育部强调劳动与实践在高校育人中

的重要性，农业经济发展也不能脱离农

业最基本的生产部门，我们课题组提出

在教学中融入更多农业生产技术，引导

学生学农知农、学农爱农、学农懂农。”

从 2021年起，鄢贞开始尝试把农业

种植实践引入课堂。最初她采购了花盆、

泥土、种子，让同学们在花盆里播种。但

这种“练手式”种植距离真正的农业实践

还很遥远，于是在 2022 年，课题组与浙

大农业试验基地合作，同学们拿起农具

“真刀真枪”种起了田。

第一次触摸锄头、铲子，王亭予脑海

中浮现出白居易笔下的“足蒸暑土气，背

灼炎天光”。“说不累是假的，挥锄头、拎

水桶浇水对我们来说都不轻松，第一次

上完实践课去吃饭，我们全都坐在那闷

头吃，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播种、

施肥、浇水、盼望收获的过程，就像“养育

一个孩子”，王亭予和同学劲头十足，常

常早上先去给萝卜、青菜浇水，让嫩芽喝

饱，再去吃早餐、上早课。不同小组之间

还会暗暗较劲，看哪组种的蔬菜长势好。

“每天想着那些幼苗，感觉日子都多了一

份盼头。”2023 级硕士研究生孙瑜青也

对田里的萝卜牵肠挂肚：“我们组种的萝

卜发芽有点慢，而且采用有机肥、不喷农

药，好不容易发芽后，有的小苗就被虫子

吃掉了。”为了尽量防止虫子的“偷袭”，

孙瑜青所在小组摸清害虫活动规律，早

上五六点就起床去田里浇水、抓虫。

不同小组之间的“田间 battle”一直

持续到秋末收获。试吃刚从土地里拔出

来的萝卜，和同学互相比较胡萝卜、白萝

卜、沙窝萝卜之间的成色差异，王亭予第

一次真切体验到了“丰收的喜悦”。比果

实更大的收获是实践的感悟。“一方小小

的土地就能种植这么多东西、创造出一

定的价值，更不要说广大的乡村天地了。

就像亲身体验这块试验田上的耕作一

样，乡村也在等待我们这些青年去接近

它、耕耘它。”王亭予说。

2022 年选修这一课程的硕士研究

生罗诚则考虑到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迫切性。“依靠劳动集约经营实现农业

增产的空间已十分有限。我们急需对传

统低效的生产方式进行改进，引入科学

技术，全面激活劳动力、土地、资金等

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更好地实现生产

方式的转型。”

同学们的思考让鄢贞感到欣慰。“开

设这门课，就是为了帮助农业经济与管

理专业的研究生提升未来解决实际问题和

从事科学研究的专业知识水平、综合分析

能力。”在课程设计的过程中，她不仅带同

学们种田，还让同学们分组设计营销活动，

将“产”与“销”的链路跑通。

同学们发挥奇思妙想，在学校里举办

产出作物的义卖活动，自发成立了“振星基

金”，义卖所得汇入基金捐赠给乡村小学，

让收获实现更大的价值；也有同学组织起

亲子采摘研学活动，请家长带小朋友来田

里拔萝卜，同学们还邀请老师给小朋友讲

解基础的农业知识。

完成完整的农产品产、销流程，浙江

大学 2022 级硕士研究生闵佳俊和 2023 级
硕士研究生朱佳伟体会到，农民在农产品

销售环节也需要付出大量精力。“农产品

销售需要结合其品种特色、生产要素投

入、作物功用等，进行针对性的宣传，

采用恰当的手段让生产者有所收益、让

消费者购买舒心。”

在授课过程中，鄢贞会将前沿研究成

果带进课堂。讲到农业推广组织与管理

时，她会介绍机器学习方法的实用案

例，启发同学们思考智能化、数据化对

现代农业推广体系的作用；讲到农业推

广对象行为理论时，她又特意引入经济

学行为实验，引导同学们探索农户采收期

的管理模式。

在学院的支持下，鄢贞还把各个不同

领域的专家请上讲台。浙大中国农村发展

研究院首席专家、浙大求是特聘一级教授

黄祖辉，教育部长江学者、浙江省特级专

家、浙大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钱文荣教授，

浙大公共管理学院副书记姚晨，浙大地球

科学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吴森森等，都是这

方讲台上的教师。在他们的指引下，同学们

得以看到“未来乡村建设”“土地流转与小

农现代化”“数字农业”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除了引名师进课堂，还要到乡村寻真

知。每年在上这门课时，鄢贞都会带着同学

们“走出去”，到一批具有现代农业特色教学

实践基地资质的农业企业参观学习，了解

新的生态农业模式、参观智慧农业工厂等。

当和农民共情，并开始思考自己在乡

村振兴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时，浙江

大学 2021届毕业生章楠有了更多投入“三

农”工作的动力和底气。现在，章楠就职于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农业农村局。“在基层

工作期间，我直接接触大量农业问题，仔细

想想，很多需要的知识正是通过这门课学

到的。更重要的是，这门课向我描绘的农业

推广全景图，让我在工作中形成了多角度

看问题的系统思维、创新视野，使我不至于

顾此失彼、墨守成规。”

见证着同学们在学思践悟中成长，鄢

贞还有更长远的计划。“我正规划把现代物

流、食品加工等企业真实的生产案例融入

课程中；把智能化、数字化技术融入农事劳

动中，如机械翻耕、无人机飞防植保、滴灌

技术等，让同学们更加真切地感受科技力量

对农业强国建设的推进作用。”鄢贞说。

浙大版《种地吧》耕出高校育人新思路

同学们在试验田中。 浙江大学供图

上海交通大学南洋通讯社

南洋通讯社隶属于上海交通大学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自 2008年 9月
成立以来，本着“高起点，高定位”

的宗旨与理念，整合校内外媒体资

源，搭建公共信息平台，致力于塑造

交大良好品牌形象。南洋通讯社现已

成为辐射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交

大校园新闻机构之一，为校园新闻人

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黑龙江大学全媒体中心

黑龙江大学全媒体中心是集采、

写、摄、录、编、播为一体的校园融

媒体团队。多年来，团队师生以“讲

好黑大故事，传播黑大声音”为己

任，忠实记录学校建设发展的光荣与

成就，用心书写校园文化生活的点

滴，用文字传递黑大声音，用镜头记

录黑大故事，用真情见证学校发展的

每一个印迹。团队先后荣获中国大学

官微百强、全国影响力高校可视化融

媒团队、全国卓越影响力高校可视化

融媒专题作品等荣誉。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大学生艺术
团民乐队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大学生艺

术团民乐队成立于 2014 年，共设竹

笛、葫芦丝、二胡、弹拨、打击、扬

琴、古筝、键盘 8个乐部。自成立以

来，民乐队始终秉承“传统与现代交

融，传承与创新并重”的理念，弘扬

华夏精粹，推广现代民乐。近年来，

民乐队发展迅速，迄今已成功举办校

园专场音乐会 10余场。

中国政法大学准律师协会

中国政法大学准律师协会由共青

团中国政法大学委员会指导、在校学

生自发组成，是以法律学习与实践为

目的的公益性社团。准律师协会旨在

向社会弘扬法治精神，提供法律服

务、法律援助，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是中国政法大学规模最大、影响最为

深远的综合性社团之一。

赣南师范大学大学生明湖爱心社

赣南师范大学大学生明湖爱心社

成立于 2008年 9月，社团以“凝聚爱

心，温馨校园，呼唤真情，服务社

会”为宗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志

愿服务活动，如爱心支教、爱心义

卖、交通志愿服务等，旨在培养大学

生的爱心与社会责任感，弘扬中华民

族优良传统美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程 思 毕若旭

迎接龙年的倒计时数到“零”时，湖南安全

技术职业学院消防救援专业的洪耀宁正在家乡湖

南省吉首市的烟花集中燃放广场上，一手拿着急

救包，一手提着灭火器。作为共青团吉首市委员

会志愿服务队的一员，除夕晚上 10 点，洪耀宁就

开始在广场上巡逻，一直到深夜 12 点半燃放烟花

的人群散去。

就读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陈思妍今

年大一，早在高考结束时就有做志愿服务意愿

的她，终于在大一寒假穿上了志愿者的“专属红

马甲”。

利用假期时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正在成为不少

大学生的选择。近期，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

国高校大学生发起了一项相关问卷调查，共回收来

自近百所高校大学生填写的有效问卷 3302份。调查

结果显示，91.16%的受访大学生有过利用假期时间

当志愿者的想法，65.72%的受访者曾利用假期时间

开展志愿服务。

这个寒假，00 后在志愿岗位上
“发光发热”

在洪耀宁的家人看来，他放假了和没放假没什

么两样。今年洪耀宁不仅自己“不着家”，还把读初二

的弟弟洪图也带走了。兄弟俩在吉首东站参与春运

志愿服务。其间，有旅客反映一位七八十岁老人乘坐

扶梯时摔伤，洪耀宁赶紧拿起便民医疗箱，找到老人

后，他嘱咐在一旁帮忙的弟弟洪图，先不要着急移动

老人，而是要检查确认老人是否有心梗、脑梗等症

状。所幸老人没有大碍，只是脸部、手掌等有擦伤。于

是兄弟俩一起把老奶奶扶起来，给伤口消毒后简单

包扎。学习消防救援专业的洪耀宁在学校里上过急

救培训课，学过如何判断心梗、癫痫等突发疾病。来

到志愿服务岗位的第一天，他就先了解了车站急救

箱里有哪些医药用品，能够应对乘客突发哪些病症。

今年寒假首次体验志愿服务工作的陈思妍，选

择成为一名医院自助服务区的志愿者。2月 1日，陈

思妍穿上红马甲正式上岗，部分患者无法独自完成

挂号、取号、打印发票等操作，陈思妍就一步一步指

导。在陈思妍看来，面对患者的需求，“再小心都不为

过”。这种感悟缘于一次亲身经历。“一位父亲带女儿来

看病，因为女孩一直在咳嗽，我就帮他们挂了呼吸内科

的号，但过了会儿这位父亲又回来了，告诉我挂错了，

医生说应该挂儿科。”

这件事后陈思妍感到内疚：“因为自己医疗知识

的缺乏，导致病人做了无用功。”之后遇到类似拿不

准的事情，陈思妍会第一时间帮患者求助医生、护士

等专业人士。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受访者选择志愿服务的类

型较为多元，包括社区服务（44.46%），环境保护

（39.37%），敬老爱老（32.53%），青少年教育、看护

（29.41%），宣讲科普（19.62%），体育活动或赛事

（10.42%），医疗义诊（10.27%），等等。

这个寒假，广州华商学院大二学生任美琳在由

共青团深圳市罗湖区委员会、罗湖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主办的“爱心寒托班”担任志愿者。举办爱心寒托

班的初衷是解决当地双职工家庭子女假期“看护难”

的问题。儿时的任美琳就曾遇到过假期缺少父母陪

伴又“无处可去”的情形，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有

陪伴、有意义的假期，她和其他志愿者一起，不遗余

力地发挥自己的专业和特长，设置了关于传统文化、

天文地理知识、历史故事、安全自护、体育活动等方

面的课程。

近期文旅热席卷全国，也有一些受访大学生化

身文旅志愿者。寒假之前，就读于四川农业大学商旅

学院的东北姑娘徐子君就在网上看到了东北的冰雪

旅游热潮。回到家乡吉林省辽源市，辽源市文旅局正

在招募的志愿者，她迫不及待地报名了。在徐子君的

印象里，辽源市不是知名旅游城市，旅游业并不发

达。但今年文旅部门组织的“悦动辽源冰雪欢乐荟”

活动让她打心眼儿里自豪，“看央视新闻节目中报道，

开园 30多天，冰雪主题乐园就接待了超过 50万游客。

想到自己以志愿者的身份出了一分力，更开心了”。

对 00 后张楚阳来说，假期做志愿者是一次“意

料之外”的选择。张楚阳是武汉理工大学的一名大三

学生，家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毛陈镇龙湖村。2月 5
日下午，张楚阳发现同村有村民提着暖水瓶陆续赶往

高速公路方向，询问后才知道，毛陈镇附近的高速公

路上有不少车辆滞留，村民是去给滞留旅客送热水

的。张楚阳和母亲便也加入志愿队伍，母亲回家烧热

水，他则去高速路边的超市购买物资。

因为距离高速路最近的超市“几乎被搬空了”，

张楚阳只好绕路去距离高速路大约 1公里的超市。

雪天路滑，道路基本被大雪覆盖，原本骑电动车仅需

十几分钟的路程，现在驮着物资、推着车大概要走三

四十分钟。

第一趟，张楚阳提来一壶热水，沿着车道边一车

车送，“能送多少送多少”。再后来他搬来泡面、矿泉

水的时候，还没等张楚阳送，周边的旅客就聚拢过

来。有次泡面被拿完了，一位司机询问张楚阳，“泡面

怎么卖？”张楚阳说不要钱，让司机等一会儿，自己再

去搬一趟。司机不好意思，说不要钱就算了，张楚阳

只好“撒谎”，说等下回来再收钱。

当天，从下午两点到 5点，张楚阳和母亲在高速

路、家和超市之间往返，共搬来 5箱方便面、3箱矿泉

水、5包面包、7瓶烧好的热水，以及一些水果。

在实践中收获成长，00后书写别
样青春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受访大学生利用假期参与

志愿服务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充实假期生活，填补空

闲时间（69.47%）；锻炼自己，提升技能和各种能力

（60.66%）；帮助他人，为社会贡献力量（57.66%）；积

累经验，丰富个人经历和简历（53.94%）；增加阅历见

闻（50.73%）；希望多与他人交流（34.22%）；等等。

张楚阳购买所有物资花费了 400多元，这些钱是

他寒假在水果店兼职赚的。原本，他计划把钱攒起来

旅行用。但将“备用金”花光的他坦

言：“买东西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想

帮帮他们，觉得挺有意义的。”

张楚阳为滞留司机免费送食物

的视频被母亲发布在了短视频平台，

获得了上万点赞。当地有关部门、学

校，还有身边的同学都为他点赞，张

楚阳有些不好意思，“本来觉得是一件小事，送了一点

吃的给别人，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张楚阳说，他

记得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外地人驰援湖北，所以当他看

到很多司机被大雪困在路上时，只希望能够尽一分力。

志愿服务的几天里，陈思妍接触了不少患者。一

位患者在得知陈思妍是来参加志愿服务的大学生时，

向她竖起了大拇指，那一刻陈思妍觉得“特感动”，也

因为自己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而感到由衷的开心。

任美琳班上有个小男孩，有天将自己午休要用

的被子忘在了家里。担心小朋友着凉，任美琳就把自

己的大衣给他当被子盖。下午上课时，平日里淘气的

小男孩不但认真听讲，还主动协助任美琳制止其他

小朋友上课说话。课程结束当晚，小男孩的家长在群

里向志愿者们表达了感谢。“家长说小朋友回家后特

别开心，和家里每一个成员分享今天发生的事，说他

很喜欢这个班级。从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举动会温暖

到一个小朋友，今后我会继续尝试有意义的志愿工

作，温暖更多人。”她说。

作为参与志愿服务的“老人”，00后洪耀宁已参与

志愿服务 50余次、共计 600多个小时。在他看来，除了

在帮助他人中找到个人价值，志愿服务还能应用和巩

固专业知识，为自己的专业知识储备查漏补缺。“作为

未来的消防人，这也是我履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

汤蹈火、竭诚为民’庄严承诺的重要一环。”洪耀宁说。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大学生也在志愿服务中汲

取能量，实现个人成长。74.05%的受访者表示参与志

愿服务能体验到帮助他人的快乐和价值感；65.45%
的受访者表示会提升自身沟通、组织等能力；63.39%
的受访者表示会增长见识、更深入地了解社会；

47.00%的受访者则表示能结识新朋友。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参与

志愿服务工作。”高二时，洪耀宁在母校创建了爱心公

益社团，至今还不断向学弟学妹传递志愿服务信息。让

他感到欣慰的是，如今，10后弟弟也可以在车站帮乘客

查看车次、引导乘客去对应的检票口。“让我没想到的

是，他遇到一位眼镜损坏的乘客，还帮人家修好了眼

镜。”在弟弟小小的身影里，他欣喜地看到，一代代青年

志愿者将把奉献的力量永远传递下去。

受访者在假期参与
志愿服务的原因

69.47%
充实假期生活，填补空闲时间

57.66%
帮助他人，为社会贡献力量

50.73%
增加阅历见闻

60.66%
锻炼自己，提升技能和各种能力

53.94%
积累经验，丰富个人经历和简历

34.22%
希望多与他人交流

3.36%
其他

近七成受访大学生于假期开展志愿服务

一群“闲不住”的00后担纲“新春热心人”

梅从政 罗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