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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项实践】

美丽中国，美丽乡村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赴湖州地区“青春助力乡村振兴，

共话改革四十周年”实践服务团纪实

2018 年 7 月 9 日，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赴湖州地区“青春助力乡村振兴、话改

革开放四十年”实践服务团围绕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方面，对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这一

热点问题展开调研。结合本次实践的主题，团队的第一站来到了湖州市荻港村。

实践第一站，成员们来到村委办公室采访了荻港村杨书记。杨书记细说了荻港村

的发展历程，紧紧围绕着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指示开展新农村改造，在依托鱼米之乡、

桑基鱼塘等地域特色的基础上，坚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在乡村规划中保留小桥流

水的水乡风貌，把美丽乡村建设与生态旅游发展模式相结合，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底蕴。

荻港村曾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古村落等荣誉称号，2015 年

成功获评国家 4A 级景区。

当实践团一行走进景区的时候，直接映入眼帘的便是荻港村的新戏台，每逢节假

日，村民们会在戏台上进行表演，这既是一种接受艺术熏陶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对

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扬。团队一行还参观了荻港村的崇文园、利川书塾、名人馆、演

教寺等地方，每一座桥，每一条石板路，每一座廊屋都孕育着一段历史，从中也感受

到了荻港村浓厚的文化底蕴。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荻港村对古建筑的保护和传

统技艺的传承非常重视，能够较为完整的反映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民俗风情。

最后大家还参观了桑基鱼塘。桑基鱼塘作为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利用植桑、养

蚕、蓄鱼的生产规律，塘中养鱼，塘基上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形成



了一个可持续多层次复合生态农业循环的系统，对生态系统环境基本实现“零污染”。

在本次的实践过程中，大家通过实地考察、发放问卷、采访等形式，了解到荻港

村能够取得如今的成功，也是经过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在建设过程中，虽然遇到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资金不足、人口老龄化等。但最终探索出了一条适

合荻港发展的可持续道路。后期通过关闭工厂、引进外资，采用与旅游公司相互合作

的模式，进一步发展生态旅游业，当地居民的就业率和人均收入显著提升。在新时代

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乡村”，每个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新时代大学生更

应该如此，要认真学习专业知识，提高综合素质，毕业后积极投身美丽乡村建设，将

火红的青春投入到长才干、作贡献中去，奋力谱写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新篇章。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渔业的发展不因变革而止步，工业的发展正在寻求转

型与突破，旅游业永远是荻港最鲜亮的一面旗帜。

【“双百双进”专项实践】

环境保护，垃圾分类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赴海宁地区“弃物再生，分类生活”

实践服务团纪实

2018 年 7 月 4 日至 7月 10 日，借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机会，浙江财经大学

东方学院赴海宁地区“弃物再生，分类生活”暑期实践服务团围绕着海宁地区的垃圾

分类政策与资源回收情况展开走访调查。

在这一周的实践历程中，队员们来到海宁中学，参加了暑期社会实践的出征仪式。

随后，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实践服务团来到怡院社区的党团服务中心进行学习，并

在锦虹花园小区进行了实地智能化垃圾分类回收调研。



在之后的几天，实践服务团来到海宁市垃圾分类宣教中心与鹃湖小学的小朋友一

起进行参观并学习了垃圾分类知识，详细了解了垃圾变废为宝的过程和成品。还到海

宁市垃圾分类互动体验馆通过 VR 等新型互动形式感受了垃圾产生到分类回收的全过

程，学习了垃圾处理新方式。

团队成员在海宁市再生资源市场与处理垃圾的终端进行了“零距离”接触。在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服务团观察了人工分拣、机器加工等一系列预处理流程。学习了不

少知识后，大家在校园内展开垃圾分类调查，随后赴金港村与长春村做进一步农村垃

圾分类处理调查。

9日，服务团来到海宁市环卫管理处，环卫中心工作人员对海宁市垃圾分类的情

况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了解现状后，服务团来到海宁市 2014 年所设的第

一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东苑小区，进行了进一步的实地调查。

实践过程中，服务团了解到海宁市生活垃圾日均 1100 吨，且日产量呈不断上升

趋势。海宁市的生活垃圾焚烧厂一直承担着海宁市大部分生活垃圾的集中无害化处理

工作，但由于长时间的高负荷运行，其实际处理能力已大大降低，且黄湾卫生填埋场

也已进入饱和状态，海宁市的垃圾围城状态已经到来。为减少海宁市垃圾处理负担并

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效率，海宁市制定了严格的政策制度从而减少垃圾的产生提高垃圾

回收利用率。

在走访中服务团发现，不论是在海宁市区的早期模范试点还是如今海宁周边村镇

都可以发现垃圾分类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除了高端的智能化设备、详细的四大类垃

圾分类方法，还因地制宜的实行了两大类垃圾分类法。比如，在对金港村的调查中，



服务团注意到垃圾分类方法并不是传统的可回收与不可回收，而是更贴近农村生活的

可堆肥与不可堆肥。

垃圾要减量，居民环保意识是首要，分类是关键。解决垃圾围城问题，建设生态

文明小康社会，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全社会应形成绿色消费，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

生活习惯，在绿色环保思想上大家达成共识，在实际行动中会积极主动。我国城市虽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城市垃圾处理方式也跟趋向于科学化，但我国

垃圾分类起步晚，没有真正的形成一个适合我国的垃圾分类制度，导致垃圾污染情况

依然严重。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该在生活中自觉主动地学习垃圾分类相关知

识和进行垃圾分类，争做全社会的榜样。

在此次长达数天的行程中，服务团意识到要完成垃圾分类的任务，不仅仅要依靠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的宣传，还需注意从小抓起的意识教育、因地制宜的基层建设方法

以及系统完善的末端环节处理流程。垃圾分类事业作为中国的百年大计，对于整个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落实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也是对我们自身现有

制度政策与思想方法的考验与改良，其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的。此次实践，服务团

从象牙塔中走出去，以饱满的激情去广泛接触基层、了解基层、深入基层，把书中的

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也把书中学不到的东西学到手。更加深切真实的理解了“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真正涵义，只有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得到真实可靠的结果。

地球只有一个，是人类生存的唯一空间；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生存的世界。

为了能永远拥有美好的家园，服务团愿意积极响应垃圾分类，为绿色环保尽一份力量。

因此服务团将于暑期进行一系列的校园垃圾分类策划，并计划在下学期实施到本校园

区内，从外卖快递废弃物入手，从学生日常生活垃圾入手，增强在校生的垃圾分类意

识，完善学院的垃圾分类体系，将服务团在实践中所见所学应用到实际的校园生活中

去，为园区的分类生活，为海宁市的垃圾分类工程出一份力。服务团相信，总有一天，

天会更蓝，水会更清，世界会更美好！

【团队风采】

聚力促人才就业，展望助学子未来

——法政分院赴海宁“大学生就业城市选择倾向的影响因素调查

以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为例”实践服务团纪实

2018年7月9日，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法政分院赴海宁“大学生就业城市选择倾

向的影响因素调查—以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为例”社会实践服务团在响应学校对大



学生进行实践锻炼教育的号召下，开展了以“聚力促人才就业，展望助学子未来”为

主题的实践活动。当天下午，团队成员们在领导老师的帮助下修改调查问卷，并于法

政分院前进行活动开展前留影。

下午队伍前往海宁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进行了深入调查与采访，由专业指导

老师带队，团队负责人及部分队员共同前往。队员们和领导专家们面对面谈话，仔细

聆听、细心记录，对海宁市当地的相关人力政策和毕业生来年就业状况有了初步的了

解，并根据调研情况做出了初步的实践计划。

当日下午，剩余成员中的两名小组成员负责辅助并督促问卷调查活动的展开，并

进行新闻稿的编辑和及照片的拍摄工作。烈日炎炎下，“大学生就业城市选择倾向的

影响因素”问卷调查小组成员热情不减的工作，一鼓作气顶着烈日奔波于各个分院与

学生公共场所寻找调查对象。

他们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和发放问卷等形式深入各个分院和班级单位，对不同分院

及不同专业的同学们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从走访寝室，询问路人和微信电子问卷的

方式开展全面调查。拍照记录实践活动的调查过程问卷小组在填写人员填写完之后及

时收回问卷。在所有问卷全部填写完毕后，在图书馆集合对收集到的所有资料进行汇

总整理。为明日的数据分析做好准备，编写今日活动的心得。

通过亲身投入社会实践当中，队员们不仅了解到了海宁市就业的基本状况，还进

一步了解了影响学生们选择就业城市的因素以及学生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此次实践活

动不仅增强了队员们的社会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更是提供了一个培养当代大学生能力

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阔平台。



千寻家规家训，万扬家风家貌

——外国语分院赴海宁地区“千寻家规家训，万扬家风家貌”

实践服务团纪实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在良好的家风家训的熏陶感染下，一代代有为青年奋

发上进，弘扬中国精神。由此可见，国人行为处事的根本原则都源于中国家规家训，

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不断创新、积淀，最终形成良好的家风家貌。

围绕“千寻家规家训，万扬家风家貌”的主题，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外国语分

院赴海宁地区“千寻家规家训，万扬家风家貌”实践服务团的同学们在海宁的城市广

场展开了一系列有趣而富含深意的活动，希望能够通过活动让人们认识、了解到家风

家训的含义、影响及其重要性，进而在人群中广泛推广传承。

寻家规，觅家训。成员们寻访了多位不同职位、不同年龄段的人——老者、孩童、

保安，征集了许多优良的家风家训。通过此次活动，同学们了解了许多意义非凡的家

规家训，诸如“知足者常乐”、“人和方可亲，家和万事兴”，这对人们的生活以及

思想观念都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同时，同学们也感受到了人们对于家规家训的推崇，

甚至于当同学们说明来意之后，一些群众十分热情，积极配合着实践团的提问和请求，

长长的横幅上留下了数之不尽的签名和优良的家规家训。

扬家风，展家貌。在这个活动中，同学们以馈赠气球的形式向家长孩子宣传家规

家训，展示和谐友好的家风家貌。正因如此，气球并不像往常那般普通，那都是同学



们为孩子们精心准备的“礼物”。气球被写上了一些优秀的品质——勤劳、勇敢、谦

逊，这其中蕴含着同学们对孩子及其家庭的美好祝愿也是一种隐含的宣扬。

由此可见，家规家训，并不是指严格的规章制度、法条戒律，它是人们在生活中

不断摸索、实践、凝练而成的，它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品质、是一个承诺。它可以是

由家族世代流传、可以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口口相传、也可以在自身实践中凝练总结而

得。而在众人眼中，它亦师亦友，仿佛一座高耸的灯塔，为生活带来光亮与希望。

此次活动落下了圆满的帷幕，但“寻家规，觅家训；扬家风，展家貌”的征途尚

未停止，同学们依旧会坚持初心，关注身边的家长里短，整理归纳优良的家风家训，

流传后世。

孝德传承，我们在路上

——财税分院赴海宁盐仓“传扬孝文化”实践服务团纪实

慈乌尚反哺，羔羊犹跪足。人不孝其亲，不如草与木。自古以来，“传扬孝文化”

乃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之一。几千年文化过去，我们始终坚守着这一传统美德。秉承着

对于孝的信念，从孩童到青丝，从青丝再到白发。俗话说:凡事都要从娃娃抓起，而

今天我们的“传扬孝文化”的主人公就是这群可爱的孩子们。

顶着七月闷热的天，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财税分院赴海宁盐仓“传扬孝文化”

实践服务团一早出发，此次他们的目的地是盐仓村文化礼堂。今天这里是盐仓村“春

泥计划”万名学生下村落的启动仪式，同时也是下午孝德传承活动的举办场所。主持

人的开场白，村委主任的庄严致词，宣誓着盐仓村 2018 年“春泥计划”万名学生下

村落活动正式开始！两位年轻的教师是此次活动的带领者，简单易懂的言语，让小朋

友对这个活动有了进一步了解。老师告诉同学们，81 年前的今天（7.7）是日本侵略

者侵华的卢沟桥事变，告诫同学们要始终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牢记历史，不忘初心，

孩子们认真的表情让老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随着热烈的掌声响起，启动仪式也落下

了帷幕。同时，一系列“春泥计划”活动也正式向孩子们发出了邀请。

伴随着优美的乐曲和热烈的掌声，孝德传承活动正式拉开了帷幕。首先是主持人

致开场词，宣讲了孝德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了解了孝德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后，第一个

表演节目是一段舞蹈，小女孩自信的舞姿，标准的动作让团队们流连忘返。最后一个

音符降落，摆定动作是那么的完美无缺。接着是发放《孝亲敬老倡议书》，由主持人

讲解倡议书内容，子女代表签字。紧接着是子女代表朗诵有关孝道的诗歌美文，从一

年级的小朋友到六年级的小大人，用他们不同的演绎方式，表达着他们对父母亲的爱，



表达着他们对于孝道的诠释。他们那稚嫩的声音，朴素的言语，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

全是他们对孝文化的解读。小朋友仿佛对于孝文化都有了更深的了解。诗歌美文落幕，

孝道故事开始上演；一字一句清晰的讲述，讲述时的认真表情和相应的动作，这时候

孩子们不会怯场，因为孝在心中。“谢谢”两字的吐露，故事分享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书写孝经是由孩子献给自己的父母，再由父母献给自己的父母亲，三代人之间的孝经

传递寓意着孝文化的传承，同时感受中华传统孝文化的深刻内涵。随后是小朋友的经

典游戏“抢板凳”。音乐响起，同学们开始转圈，台下的小朋友们蓄势待发，时刻准

备着上台玩下一轮。助威呐喊声响彻在整个会场中。游戏时间总是那么的短暂。结束

了小游戏后，又共同欣赏了小朋友的跆拳道表演，铿锵有力的喊声，如同是这一辈人

对 “孝文化”传承的信念，坚定不移。左一拳，右一脚，最后再稳稳地落地。随着

音乐的响起，“孝星代表”接受表彰，为他人做出榜样，传扬孝文化。最后的压轴节

目是由志愿者带来的舞蹈串烧和歌曲演唱。小朋友们都看的津津乐道。在响亮的掌声

中，今天的活动也就到此落上了完美的句号。

孝道，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孝心是一缕和煦的阳光，能消融凝结在人们心头的

坚冰；孝心是一股轻柔的春风能把炎热带出干渴的心灵；孝心是一颗种子，能让每一

片心的土地四季常绿。孝德传承，需要我们不断去践行；孝德传承，我们一直在路上。



美化蚕桑园，助力美丽乡村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赴海宁地区“宣扬蚕桑文化，

助力建设美丽乡村”实践服务团

7 月 10 日，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赴海宁地区“宣扬蚕桑文化，助力建设美丽乡

村”实践服务团再次来到了蕴含深厚蚕桑文化的东升村，在这里团队成员充分发挥分

院的特色，将艺术与文化相结合，为东升村的蚕桑园绘制墙绘，将蚕桑文化融入其中，

完成实践活动的最后一站。

上午，实践服务团的成员便出发前往东升村，抵达村庄后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淡淡

的桑叶的香气，还有映入眼帘的遍地桑田。在村庄负责人的带领下，大家开始了美化

工作。团队成员们将自己了解到的蚕桑文化以手绘的形式将图案绘制到瓦片、蚕缸和

轮胎上。东升村的村民们听闻实践团的到来也纷纷拿出自己家里废旧的轮胎和自行车，

让成员们绘制蚕桑图案，而村里一些热心的小朋友也加入了进来，都来帮忙一起绘画。

烈日炎炎，高温持续，但这并没有阻挡团队成员们美化乡村的心。经过一个上午

的精心绘制，各种生动的图案浮现出来，原本坑坑洼洼的瓦片表面已经被色彩斑斓的

图案所替代，一个个蚕宝宝活灵活现的出现在瓦片上、轮胎上，甚至在蚕缸上也被精

心的绘制上了蚕的一生。

绘制完毕后，成员们进行了成品展示，东升村的村民们对成员们绘制的成品赞叹

不已。村庄的负责人也表示希望以后还能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让学生们发挥专业

特长的同时，还能将村庄建设的更加美丽宜人，也有助于村庄建设优美庭院，同时对



于蚕桑文化的推广也起着重大的作用，相信人们看到这些有关蚕桑的图案，都会自觉

的传承这种文化。

通过这次的美化蚕桑园活动，实践团的成员们将蚕桑文化带进人们的生活中，进

一步推广了蚕桑文化，并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将蚕桑文化可视化的体现出来，让更多

的人了解这种传统文化，这对蚕桑文化传承具有重大意义。本次开展的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有助于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同时也给实践团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服务社会的机会，

帮助学生走进社会、了解社会，为社会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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