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慈利：

乡村夏令营

为孩子送上“知识大餐”

7

月

9

日，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东岳观

镇阳凤坪村，一支由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

师生、 本地在职教师及退伍军人组成的

30

人志

愿服务队， 同东岳观镇及周边乡镇、 村（社区）

160

余名青少年齐聚一堂， 在朗朗的读书声中，

开启了一段美好的夏令营时光。

阳凤坪村党支部书记唐斌发表开班致辞，感

谢志愿服务队为乡村青少年带来的“知识大餐”，

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学到知识和本领，同时寄望

学生们能珍惜每一堂课，多思考，长见闻。 随后，

湖南师范大学的师生们正式开始上课，学生们积

极回答问题，家长们在门外观看，大家都被活泼

生动的课堂氛围所感染。

据了解， 为期

30

天的暑假夏令营课程丰富

多彩，不仅有英语口语实践、中外阅读、体育、音

乐、手工、书法、朗诵、辩论比赛、红色教育等课程

活动，还有未成年人保护、防溺水、防诈骗、防性

侵等安全知识讲座。 暑假夏令营吸引了周边乡镇

的大批青少年报名参与，当地群众纷纷对这种浓

厚的学习氛围点赞。

近年来，阳凤坪村高度重视下一代的健康成

长，挖掘和整合村辖区的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志

愿服务作用，让孩子们在润物细无声中，厚植爱

国、爱党、爱家乡的情怀，争当学习的佼佼者、文

化的传承者、新时代的好少年。（许雅洁 刘泽民）

农旅融合

研学产业活水浇灌乡村沃土

手剥玉米大赛，大棚育苗 、人工授粉 、移栽

浇水、种植蔬菜……。 近日，位于西安市阎良区武

屯街道的御宝村迎来了乡村研学实践活动，学生

们通过认识植物、体验农耕等田间课程，在乡村

实践中感受自然之美。

通过“农业

+

研学”模式，该村正逐渐铺开

一幅充满活力的发展蓝图。 据了解，这里不仅是

甜瓜和蔬菜种植时间久远的村，更是一个融合教

育与旅游的新型平台。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

实施，该村敏锐地捕捉到“农业

+

研学”模式的

广阔前景，提质整合各类资源，将研学教育实践

与农耕文化有机结合， 力求通过这一创新路径，

深度挖掘农业资源的多重价值，推动村集体经济

的快速发展。

如何进一步利用得天独厚的优势， 将研学

游发展壮大、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

?

成为摆在御

宝村两委班子面前的一道难题。 经村党支部提

议，将与研学有关的工作纳入议题，多次邀请街

道相关业务和包村领导、科室以及其他相关人员

开展协商，深挖乡村元素，设计出一系列与本地

特色紧密相连的研学活动，共同为御宝村集体经

济发展助力。

据了解，阎良区武屯街道御宝村已成功接待大

学南路教育集团各分校校长及师生代表研学团，

“农业

+

研学” 让学生们能够亲身参与其中， 在这

些充满趣味和知识的活动中，学习农业知识，深刻

理解“乡村振兴”的战略意义，激发他们对农业的兴

趣与热爱，赓续农耕文明，培育爱农情怀。

“我们的初步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后，

我们将以御宝村研学游为契机，继续通过协商积

极整合资源、培育特色研学品牌，健全研学基础

设施，开展多形式、深层次、全方位的交流合作，

推进乡村振兴”。阎良区武屯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据西安网）

资料图片

聚焦

这是卢金宝连续第二年留校，即将大三的他，今年依旧选择去到杭州淳安县大

墅村开启他的暑期社会实践之旅。

在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有超过八成的实践队伍选择了浙江省的乡村作为

他们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的目的地。 这意味着，有近

300

名来自不同专业的商院大学

生将在这个盛夏，一同跨越“浙”里的青山绿水，共赴一场“乡约”。

在“今天，你

city

不

city

？ ”成为社交网络热词的当下，乡村，凭什么承包这群年

轻人的暑期？

乡村文旅加速融合

乡村游成暑期经济新风向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实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程，

推进乡村旅游集聚区

(

村

)

建设”。

当前 ，随着暑期游到来，去乡村

亲近自然、住民宿、品美食，成为

众多游客出游之选，也传递出暑

期经济新脉动。

小村不大， 风景如画。 在黑

龙江抚远市抓吉赫哲族村，充满

民族特色的木屋、民俗风情浓郁

的博物馆，让古老的赫哲族传统

文化与现代生态旅游的美丽景

观融为一体。

抓吉， 赫哲语意为“金色的

渔滩”。 赫哲族村村委会主任曹

健辉介绍，

2014

年， 随着“赫哲

民族风情村” 的建成并投入使

用，以“公司

+

农户”的方式打造

的赫哲民宿，吸引了各地游客前

来旅游休闲。“‘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花式乡村

玩法，不仅满足了人们多元化的

消费需求，也给乡村发展注入了

新动能。 ”

乡村旅游的“热”，得益于供

给的不断创新。 在四川凉山州西

昌市大石板村， 丝路驿站古迹举

目可见，乡愁故事张耳可听。 当地

对传统乡村文化进行重构， 通过

修旧如旧，让古村有了“面子”，更

实了“里子”。“这里黛瓦青砖、古

寺巍峨，更有田园般的闲适感，是

我心中‘诗与远方’的样子。 ”来自

福建的游客赵先生告诉记者。

眼下， 从田园摄影到旅居康

养，从民俗体验到亲子游学，类型

多样、 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越来

越受青睐。 今年

4

月，文化和旅游

部公布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

“十佳” 案例和优秀案例名单，名

列其中的天津蓟州区、 河北沧州

市吴桥县、 黑龙江抚远抓吉赫哲

族村、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四川

凉山州西昌市大石板村等地成为

不少人乡村游首选。

一业兴，百业旺。 全国各地加

速推进“农文旅”融合、盘活闲置资

源、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离不

开政策保障和支持。《“十四五”旅

游业发展规划》提出，“完善乡村旅

游政策保障体系，鼓励各地区因地

制宜将乡村旅游纳入县域相关规

划，统筹推进乡村旅游道路、停车

场、厕所、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等基

础设施建设。 ”当前，各地积极强化

制度设计，完善基础设施，不断提

升保障水平，构建全方位、多层次

的乡村旅游供给体系。

相关专家表示，我国乡村旅游

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当越来越多

人需要“诗与远方”提升精神享受

和文化消费时， 乡村旅游便需要

延长旅游服务链条，增加更多“副

产 品 ” ， 给 游 客 带 去 更 多 意 外

惊 喜。

如何让乡村文旅融合发挥出

“

1+1

大于

2

”的整体效能？ 东北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任鹏表

示，要积极整合乡村文旅资源，探

索“文旅融合 、农旅互促 ”的乡村

文旅新业态， 在推动农文旅融合

发展中提升文旅产业发展的附

加值。

产品不断丰富的乡村旅游市

场 ，正打造出多样化 、特色化 、高

品质的乡村旅游线路， 为乡村振

兴提供强劲内生动能。

（李栋 刘卿）

寻找就业机会

“又来啦！ ”刚到村口，民宿

老板就认出了卢金宝。 他们的相

识源于去年的暑假。

上一次来大墅村，浙江商业职

业技术学院连锁经营管理专业

的卢金宝和他的团队是来做民

宿产业调研的。

“通过调研， 我们发现当地

红色旅游业发展很快，民宿数量

不断增加，但

90%

以上都是个体

散户，成体系成规模运营的连锁

民宿不多，参差不齐的设施标准

和服务水平极大地影响着游客

的体验感。 从提升整个乡村民宿

产业质量的角度看，自己施展才

能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卢同学

认为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岗位在

城市会集中一些，但竞争也很激

烈 。 而随着乡村产业的快速发

展，这里可能有更多的机会。

于是今年

7

月，卢同学和团

队成员再次踏上了前往大墅村

的旅途，寻找可能成为那片能够

自由筑梦的“蓝海”。

技能的试炼场

如果说乡村可以充当拓展职

业路径的望远镜，那么它更是一

方夯实技能的试炼场。

张凌吉同学所在的团队主要

成员都来自浙江商业职业学院

团委“青漾”新媒体中心，可能是

学生记者的“传播嗅觉”使然，当

看到了建德市发布乡村振兴大

赛“寿昌

909

好吃节” 专项赛题

时，一群人扛着“长枪短炮 ”一路

“杀”到了寿昌镇。

“我们特地挑晚上去寿昌，这

样能很直观地看到整个夜市的场

景。 ”张凌吉觉得很意外，在她的

印象里，

9

点以后的乡村， 只剩虫

鸣，但这里人声鼎沸。 这也是乡村

夜经济给他们的第一次惊喜。

“

909

好吃节已经办了好多

届， 但是主要消费人群还是以本

地居民为主， 对于我们这样周边

城市的年轻消费群体的带动还比

较小。 ”这是张凌吉团队经过调研

之后的得到的结论， 他们要为此

设计一套可行、 经济的活动策划

方案，采访、摄影 、剪辑 、策划 、设

计……整个团队正在夜以继日地

准备。

“自己将来想从事新媒体运营

相关的工作，技术就得靠练，练了

才可能有好的作品。 ”而乡村给到

张凌吉的就是把创意大胆付诸行

动的机会以及让作品得到市场检

验的机会。

爱心的传承

山的那边，是海。

浙东的海面上， 岛屿星罗棋

布， 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像是

洒在海上的珍珠， 透露着星光点

点……”

一些偏安一隅的小岛上居住

着不少古稀老人， 解决偏远海岛

社区老人照料问题以及建立突发

事件的预警机制一直是近几年完

善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

来自浙商职院应用工程学院

的学生谢东坐了三个多小时的大

巴，又倒了两个半小时的船，终于

到达了嵊泗， 这次他来的目的是

为独居老人安装摄像头。 这项“工

作” 从他的学长们开始已经坚持

了

4

年，今年这个“接力棒 ”交到

了谢东手里。

“他们在外务工的家人通过

这个摄像头就可以跟村里的老人

孩子随时对话沟通， 只需要打开

手机

App

即可实时看到家中的一

切。 ”这个功能也为社区工作人员

更好更及时地为老人们提供帮助

提供了技术支持。

安装完摄像头之后， 谢东和

同学们还会发挥自己专业特长，

帮老人们把坏了的小家电也修

了。“平时跟一些电子元件打交

道，再加上在课堂和企业的实训，

我早就是个‘熟练工’了。 ”谢东笑

着说。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积极

鼓励学生深入农村，服务农村，用

脚步丈量祖国大地、 用眼睛发现

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需求、

用内心感受时代脉搏。

今年暑假，浙江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校院两级团队共派出

61

位辅

导员、 教师党员围绕

10

个重点方

向， 带领

354

名同学奔赴杭州周

边、绍兴 、宁波 、温州 、丽水等

17

个省内县市区开展暑期社会实

践。 此外，大一大二

10000

余名在

校生走出校园，走入社会，返回全

国

20

多个省市投身到“返家乡”社

会实践中， 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

的力量。

（姜赟）

300 名大学生

跨越青山绿水 共赴一场“乡约”

C03

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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