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先队社会化创新发展：

把 快 乐 送 到 孩 子 们 身 边
□本报记者 赵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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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孩子们成长需求，近年来，自治区团
委、少工委建平台、探模式、创品牌，推动少先
队社会化工作创新发展，把快乐送到孩子们
身边。

拓展阵地，为孩子们
提供更多更好服务

暑假里，呼和浩特市
丽苑社区的青芽学堂开课
了。诗歌朗诵、暑期作业
辅导、红色电影、安全知识
讲座、手工制作……课程
内容丰富极了。

同样，在呼和浩特市
永泰社区，少工委主任维
娜组建了少先队员寻访小
队，带领孩子们开启社区“幸福圈”探秘之旅。

“永泰社区少工委是呼和浩特市首批成立的社
区少工委组织，它发挥了党建带团建、队建的
优势，拓展了少先队活动阵地，让孩子们在家
门口就能参加社会性、实践性、综合性体验活
动，幸福感满满。”维娜高兴地说。

近年来，自治区团委把社区少工委建设作

为少先队组织迈向社会的重要支撑，打造
“家门口”的少先队活动阵地，目前全区社
区建成少工委比例已达 61%，极大提升了
少先队员的社会参与融入度。

此外，全区团组织积极探索“宫+少先队”
模式，将青少年宫作为少先队迈向社会的重要
支点，助力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建设提质增
效。自治区团委还积极联合内蒙古自然博物
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完成 3个“校外
少先队队室”共建项目，协调内蒙古展览馆打
造内蒙古少先队队史、成就展展厅；与自治区

消防救援总队、税务干部学校等 8家单位共建
“内蒙古自治区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命
名挂牌各级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营地）
500余家，将少先队阵地建设向更宽更广领域

延伸，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创建品牌，带给孩子们更多获得感

近日，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第一小学
的少先队员们，在乌里雅斯太镇巴彦额日和图
社区少工委的组织下，走进牧民额尔敦达来家

中，聆听身边的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回到社区
少工委，少先队员兴奋地绘制寻访地图和边境
线，分享守边护边故事，开展“守边小卫士”红
领巾特色奖章评选，充分感受卫国戍边精神。

在包头市，也创新性成立了“小蒙
古马”队长学校，统筹发挥社区党群活
动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
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各类阵地作
用，建立协同开放机制，为少先队小骨
干就近就便开展活动提供服务保障，
构建起“少先队幸福圈”。

在乌海市，“青少年宫少先队队
室”引领一批批少先队员感受党、团、
队旗飘扬在家门口的红色力量……

近年来，自治区团委、少工委依托
校外少工委平台，组织少先队员广泛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国防教育、劳动教育、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等活动，打造了“少年军校”“少
年警校”“少年科学院”“红领巾讲解员”等品牌
活动，已开展民族融情营、科技体验营、农耕文
化体验营等全区少先队员冬（夏）令营和社会
实践活动 4000 余场，参与人数 45万人次，带
给少先队员们更多的获得感。

●聚焦

●正青春

日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教育局制定
2023年暑期“监管护苗”专项行动第二阶段
实施方案，建立排查清单，抽调40余人成立
7个督查小组，将新城区划分为3个片区，以
小区、学校、大型商场、写字楼为核心分别确
定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同
时，对第一阶段发现并关停的违规开展学科
类培训的机构进行“回头看”检查，要求各小
组对负责区域进行每日巡查，对开展学科类
培训的机构依法依规坚决予以关停取缔，对
违规组织参与校外培训的在职教师严肃追
责问责。 （记者 刘志贤）

青年漫画家白茶携国漫新作来了！

近日，青年漫画家白茶携国漫新作《就喜
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7》作客内蒙
古新华书店，分享了作品背后的精彩故事和
创作的心路历程。该作品延续了前作的幽默
吐槽风格，以当代都市生活中日常的亲情、友
情、爱情以及人宠情谊的槽点、经典场景为原
型，讲述了吾皇猫、巴扎黑和少年一家人以及
其它动物朋友相处的点点滴滴。在作品中，
各个角色迎来了更精彩丰富的故事情节，性
格特征更加鲜明突出，还有新角色闪亮登场，
一个个生活趣事汇集成一场关于爱、关于成
长和陪伴的人生之旅。 （记者 于欣莉）

拉 网 式 排 查 违 规 校 外 培 训

●速览

●强国有我

□高崇（呼伦贝尔农村牧区数字电影院线
放映员）

一方光影闪动的银幕，既是广大群众寓
教于乐的舞台，也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的前沿阵地。很荣幸，作为一名数字电影
院线的基层放映员，我受邀在今年的第十三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首届“公益电影高质量发
展”论坛上进行了典型经验交流，跟大家分
享了我在祖国北部边陲的公益电影放映的
故事。

我的分享很寻常：每当夜幕降临，我就
开始搬机器、调设备、架音响……随着电影
放映机的开启，银幕画面闪动起来，光影一
次次点亮乡村夜空。我太享受这个过程了！

鲜少有人了解，在地广人稀的祖国北
疆，一名基层放映员需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
给基层群众放上一场电影。呼伦贝尔有近
2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这里有农区、牧
区，还有林区、垦区，地域跨度特别大。记得
在 2018年夏秋之交的一天，我和同事们计
划去塔尔气林场放映，当时我们从海拉尔区
出发，前往 300公里外的塔尔气镇。途中，
乌奴耳镇到塔尔气镇的道路非常难走，路上
到处都是大坑，还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的
车顶着风雨前行，两个镇之间140公里的路
程，车队用了近5个小时才到达。当天空放
晴，阳光把森林映照成了金色，迎着夕阳，我
们如期把公益电影送到了林区群众家门口，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一路的辛苦也都烟消云
散了。那一次，我们连续放映了10余天 20
余场次电影，2万余名乡亲享受到了我们送
来的光影“盛宴”。

一路走来，我见证了人民群众在公益电
影中不断得到精神滋养，也见证了国家对公
益电影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很骄傲，也很
自豪。

以前，公益电影播放大多在露天，受时
间和天气的影响较大。如今，我们的公益电
影也逐步实现了从“站着看”到“坐着看”、从

“室外看”到“室内看”的转变。看着越来越
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我们放映的公
益电影，我心里总会油然升腾起幸福感和满
足感。

2020年至今，呼伦贝尔市共计放映影
片近 3.8万场，服务群众近 710万人次。平
均每年在农牧区放映公益电影 6500余场，
在林区和垦区放映公益电影 2300余场，影
片题材涵盖故事片、民族语影片、科教片等，
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无论多困难，我都要将公益电影送到
群众身边！”这是我不变的青春誓言。我将
继续深入农村、牧区、林区、垦区，为群众送
上一餐餐光与影的精神食粮。

（本报记者 于欣莉 整理）

用光影照亮基层文化星空

强国宣言：“用光影照亮基
层文化星空”，这是我一直以来
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我将一
直坚守这份热爱，扎根北疆、扎
根基层，为群众服务。

近日，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分
校学生赴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开展“首府青
少年首都行”民族团结同心营社会实践活动，活
动中同学们收获满满。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7月末，吕国伟带着他的享村团队再次来到呼和浩特
市回民区东乌素图村，进行村落的数字化数据采集。

吕国伟是内蒙古工业大学数据科学与应用学院2020
级学生，从去年开始，他就和十多名同学组建团队，谋划数
字化技术助力乡村振兴的事儿。团队开发的“享村生活”
小程序获中国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指导的
全国微信小程序应用开发大赛一等奖，并获得多项自主知
识产权。“享村生活”以建设数字化乡村为手段，通过渲染沉
浸式乡村文化、人文气息等，提升乡村关注度，并通过全方
位的数字化采集，因地制宜为乡村制定特色数字化方案。

在“享村生活”项目引领下，享村团队已吸收来自全区
高校的100多名成员，他们来自全区12盟市，就近就便大
量收集乡村风景、文化传承、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图片、
视频等素材，之后把这些素材上传至“享村生活”小程序上，
为乡村打造特色名片。

“每次启动无人机查看村落全貌，我都会被村庄不同角
度的美所折服，”团队成员耿雨楠感慨地说，她更加深刻理解
了“享村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熊文悦、张露、杜鑫等同学主
要负责全方位数据采集，他们扛着沉重的照相机、三脚架，带
着笔记本，走遍村庄每个角落，认真记录下这里的点滴特
色。多天的数据采集后，大家回到实验室，由数据通信相关
专业的吕国伟、李行、田浩然等人筛选数据，并制作成VR、
视频、特色文化解说，最后再将制作好的数据上传到平台，开
始记录追踪用户根据浏览习惯生成的偏向报告。

“我们成立享村生活公益团队，就是要帮助乡村把本
土文化变成更好、更易传播的乡村名片，用自己的专业所
学建设‘数字乡村’。”吕国伟介绍。

在前期调研时，团队成员发现，东乌素图村历史悠久，
又有神泉、杏产业等，特色鲜明。然而，因为缺乏系统专业
宣传，知名度不高，当地发展旅游业比较受限。比如，村民
陶玥经营了一家露营基地，资源很好，但只能靠口口相传
招揽生意，她充满期待地说：“希望通过大学生们的数字化
平台，把我的品牌打出去，酒香也怕巷子深呀！”

目前，“享村生活”已建立起东乌素图村、恼包村、乌兰
哈达苏木、新巴尔虎右旗等地的特色名片。暑假里，来自
全区各地各高校的团队成员还在不断采集完善其中的数
据。团队成员、内蒙古财经大学学生李登虹来自乌兰察布
市察右中旗，她就地采集了不少家乡的素材，正在陆续上
传平台。“希望经过我们的数字化资源建设，把家乡更好地
宣传出去，让家乡越变越好，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创业，建
设家乡。”

内蒙古工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马利强是享
村项目的指导教师，他对项目寄予厚望：“享村团队不辞辛
苦深入农村牧区、田间地头，同学们利用自身所学拓宽农
村发展思路，帮助乡村建设数字藏馆，促进农民增收，为建
设美丽乡村进行积极探索。希望团队在‘互联网+政务服
务’向乡村延伸覆盖等方面持续发力，带动更多大学生投
身美丽乡村建设，更好地承担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团队负责人吕国伟对项目充满信心：“乡村有独特的
风土人情、厚重的历史文化、巧夺天工的手工技艺等，这么
多丰富的资源等待享村团队去发掘、采集、整理。同时，也
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加入到了我们这个公益团队，现在我
们已经进行十几个乡村的数字化建设，还将继续发掘更
多。未来，希望能有政府和企业加入进来，以我们的数据
作支撑，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一对一的特色解决方案。”

这个暑假，来自中
华女子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思政课师生研
学团的 15 名师生，走
进学院前不久确定的、
位于包头市土默特右
旗的“家庭会客厅”大
学生实践基地，开展丰
富多彩的思政课暑期
社会实践研学活动，在
行走中上好新时代“大
思政课”，在服务乡村
振兴中收获成长。

“乡村振兴中的巾帼力量”“我们家的家风家训”“助力成
长”……这些内容，都是思政课研学团成员此行关注的重点。
搞调查研究，沟通是首要的，而当地独特浓厚的西部方言，让
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理解起来还是有些困难。好在，研学团
成员卓拉是呼和浩特人，她自然就成了研学团和乡亲们沟通
的桥梁。“听到乡音感觉特别亲切！我们的入户采访调研也特
别顺利。”卓拉兴奋地说。

“家里的收入来源都有啥？孩子们都在哪里上学工作？
这十年来，咱村里、家里有哪些大变化？”走进村民家中，师生
们坐在炕上跟村民拉家常，听他们讲述一个个乡村巨变的故
事、一个个小家庭成长的故事。

在美岱桥村一户临街开超市的人家，从四川远嫁而来的
女主人高兴地跟大学生们分享着她的红火日子：“这几年村里
变化太大了！很多以前外出打工的村民开始想着要回来了，
生活条件好了，孩子们的教育也比原来强多了。在我们的大
家庭里，老人关爱子辈，子辈孝顺老人，兄弟姐妹们相互帮助，
小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家庭和美幸福，还有啥不满足的！”

“村民们发自内心的灿烂笑容其实就是乡村振兴的最佳写
照。”入户调研下来，卓拉和老师同学们也都很兴奋，原来幸福
真的可以传染。

来到乡村，能不能给乡亲们送去一些丰富的精神文化生
活？研学团师生绞尽脑汁，终于，大家想到了与土右旗乌兰牧
骑联手，为西湾村村民献上了一场“文艺大餐”。说干就干，作
为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董千荟自告奋勇担任文艺晚
会的整场主持，还精心准备了表演节目。哪怕苦点累点，哪怕
汗流浃背，为了让文艺晚会更加完美，她和同学们不断推敲主
持词、一遍遍打磨表演节目。好事多磨，演出当晚天公不作
美，竟然下起了雨。虽然大家都担心晚会不能如期进行，但董
千荟仍在心里默默排演节目，她不想让乡亲们失望而归。庆
幸的是，最后雨势逐渐变小，晚会开始了，精彩的文艺节目陪
伴村民度过了一个热闹而难忘的夏夜。

助力乡村孩子们的成长，也是研学团此行的重要内容。
在板申气村和美岱桥村，大家为孩子们准备了精彩的京剧体
验课。“脸谱是中国传统戏曲演员脸上的绘画，用于舞台演出
时的化妆造型艺术。不同行当的脸谱特点不一，同学们绘制
时要细心观察。”研学团成员认真为孩子们普及京剧的历史、
行当、四大名旦、板腔体、脸谱绘制等方面知识。看到孩子们
聚精会神地听、争先恐后地参与，大家欣慰极了。除此之外，
他们还组织了古诗鉴赏课、舞蹈课、推普课堂、红色故事分享
会等，用知识的火炬点亮孩子们求知的心灵。

多彩的研学之旅结束了，在助力乡村发展的过程中，中华女
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师生研学团成员也收获了很多。

“在老师同学们的帮助和乡亲们的热情配合下，我们此次研学画
上了完美的句号。通过活动，大家更深刻地了解了我的家乡内蒙
古，很高兴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微薄之力。”卓拉说。

动员师生走进牧区，与牧民同吃、同住、
同劳动，记录和收集他们的生活经验、文化
传统等，暑假里，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
类学学院启动了以“内蒙古边疆中国式现代
化调查研究”为主题的田野调查与“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

一放假，各小分队陆续分赴四子王旗、
达茂旗等农村牧区，深入了解当地历史、地
理、民俗等知识，并与农牧民互动，倾听他
们的心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不断探索内
蒙古边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杨淑羽是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
学学院田野调查实践小分队的一员，她和
其他 9位本科生、研究生一起，走进四子王
旗各苏木乡镇，开展了为期 1 个月的田野
调查。

空气清新，青草芬芳，随着旅游业的复
苏，四子王旗迎来一批批游客，也难免留下
一些白色垃圾。小分队到达这里的第一件
事，便锁定了清理白色垃圾。虽然草原上
烈日炙烤，但大家丝毫没被吓倒，一次次重
复着弯腰再站起的动作，似乎也没觉得累，
直到晚上躺在床上，才感觉到浑身酸疼。

草原上的天气，阴晴不定，突然就来了
一场酣畅的大雨。小分队成员们不顾头顶
的倾盆大雨和脚下的泥泞遍布，给阿日点
力素嘎查的牧民们紧急转运草料。等到转
运结束，大家这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被
彼此的狼狈样逗乐了。同学们的真诚帮助
打开了牧民们的心扉，也为田野调查工作
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来自城里的大学生们，与牧民朝夕相
处，学会了驯马、喂牛、铲牛粪、采沙葱，有
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

“牧民为牛羊准备好适量的草料，然后
还会把草料分成合适的份额铺在食槽。以
往我们以为，庞大的牛羊群以散养为主，其
实细心的牧民们会巡视观察牛羊是否正常
进食、是否需要额外的饲料。如果不是真
正走进了牧民生活，这些细节我们不可能
了解。”杨淑羽感慨道，“在实践中我们结识
了很多质朴的牧民，了解到很多动人的故
事，增长了很多难得的见识，这些都是在课
堂上学不到的宝贵知识，对以后的深入学
习研究很有帮助。”

在实践进入尾声时，小分队成员在老
师的带领下，还来到乌兰花镇看望“人民楷
模”都贵玛老人。老人为同学们写下祝福，
勉励大家奋发向上，为祖国的建设出力。
终于见到了课堂上、新闻里经常提到的英
雄人物，小分队成员胡文杰特别受鼓舞，他
激动地说：“老人的殷切期望更坚定了我今
后扎根祖国边疆的决心，这段经历对我的
影响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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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村团队在东乌素图村调研特色农产品。

研学团的特色课堂。

田野调查队和牧民们交流。

入户调研入户调研。。

每年暑假，一支支大学生社会实践队，冒着酷暑，深入农村牧区、田间地头，开展理论宣讲、田野调查、
志愿服务，用自身所学所长助力乡村振兴。

他们怀着对乡村的热爱、对服务社会的热情，用行动诠释当代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同时，在躬身大
地的火热实践中，他们收获着感动，收获着成长，实现了青春与乡村的双向奔赴。

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社会实践活动，广大青年学生扎根祖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传承红色基因，接
受考验、迎接挑战，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描绘好新时代改革发展新画卷贡献青春力量！

青春与乡村双向奔赴青春与乡村双向奔赴
———大学生社会—大学生社会实践实践队躬身大地诠释责任与担当队躬身大地诠释责任与担当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志贤志贤 实习生实习生 李璐李璐 王冉昊王冉昊 享
村
团
队
在
乡
村
采
集
数
据

享
村
团
队
在
乡
村
采
集
数
据
。。

社会实践收获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