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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古城野陶冶宝团队与非遗工艺传承人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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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沧海桑田，我们的文化从
未断流。古老文明的传承脉络，扎根
大地，潜伏深谷。2021 级本科生黄墁
香所在的团队选择了四大名陶之一
的坭兴陶进行调研。“为响应国家推
动传统工艺实现高质量传承发展的
时代要求，帮助钦州坭兴陶在生产实
践中得到积极保护，我们团队走访了
全盛陶艺馆、老汉红坭兴陶制作工作
室，对话工艺美术大师温生全和坭兴
陶柴烧专家张文革。”黄墁香说。

在了解现有的市场传播动态和
坭兴陶技艺传承情况后，黄墁香意识
到：应该加大对坭兴陶的弘扬力度，
培养更多传承坭兴陶的手工艺人。她
也认为，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不少
人运用高效的 3D 打印技术来发扬坭
兴陶文化，但传统的手工技艺，依
然有值得延续的美与价值。调研过程
中，出于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敏感，
黄墁香发现，现有的坭兴陶宣传视频
不太符合短视频阅读习惯，难以引起
大众共鸣，因此她将收集全盛陶艺馆
的视频素材和团队走访录像进行二
次加工，用年轻人的语言呈现古老的
坭兴陶。

官方礼赠、专业赛事和贸易会展
提高了坭兴陶的知名度, 而非遗传承
人开设的相关培训课程和工坊，让坭
兴陶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靠近。黄
墁香说：“我们想要了解的，正是民众
对于坭兴陶未来开发的期望，并希望
能搭建起传承和创新之间的桥梁。”

陶器温润，茶泡清甜。2022 级本
科生何青翎选择对家乡传统饮品玉

林茶泡展开调研。她带领团队制定方
案，分工明确，开展线上问卷调研，寻
访线下茶泡售卖点。但是调研的过程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何青翎坦言：“春
节期间，玉林民间多用以茶泡招待客
人，我们之前通过社交平台联系的茶
泡制作人忙于工作，没有空闲时间，
预约采访比较困难。”工艺复杂的茶
泡需要手工錾刻纹样后浸泡糖水并
晒干，但调研期间连日的阴雨天气不
利于茶泡晾晒，所以呈现在他们团队
面前的茶泡样品较少。但这些问题都
在团队成员的坚持下得到解决，团队
成功采访茶泡制作人苏第能先生和
李喜燕女士，并在后期工作中珍惜时
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顺
利完成调研。第一次担任调研队长的
她说：“很高兴能和队友们合作，我们
在共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增进了感
情。”

谈及未来玉林茶泡的发展，何青
翎认为：“玉林茶泡应该主动顺应市
场经济的潮流。”为此，何青翎带领团
队拍摄照片、录制视频，在 QQ、小红
书等网络平台上进行实时宣传，并且
积极向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微信公
众号、玉林日报投稿，提高玉林茶泡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离不开现实生活这片深厚的土壤，也
离不开每一位青年的自觉担当。掀开
非遗文化的神秘面纱，非遗文化醇香
浓厚，正借助青年的手和千家万户的
生活相连，涵养出源源不断的内生动
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寒假是大学生自我磨炼的好时
机，我校青年学生积极响应号召，组建团队开展社会实践———策划选
题、组建队伍、亲身实践，接触社会，服务社会，提升自我。

“青春无边，奋斗以成。”有人回归质朴乡村，助力经济发展；有人投
入社区工作，服务一方百姓；有人亲身实地感受非遗魅力，推动文化传
承。广袤大地，万象更新，他们的身影是师大的名片，展现出青年人炽热
的理想，展现出我校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师大学子在知行
合一中锻炼自己，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实际行
动贡献青春力量，彰显时代青年的精神面貌与实
践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
调，“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

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踏上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需要千千万万有
理想、有担当重实干的青年人投身于社会实践之
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青春之热情追逐梦
想，在实践之中绽放绚丽之花。

图为何青翎一行调查玉林茶泡

“勿以善小而不为。”志愿服务是
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广大志
愿者奉献爱心的重要渠道。不管是图
书馆内的“摆渡人”，还是社区里的

“及时雨”，时刻把百姓放心里，就是
师大人的责任与担当。

假期伊始，2022 级本科生刘前同
学在桂志愿云公众号上得知了贺州
市图书馆在招聘志愿者的信息后立
即报名，开启了一周的志愿生活。在
上岗之前，她特地前往图书馆寻找负
责人熟悉工作流程，以保证自己能够
更好地完成志愿者工作。已经实行数
字化管理的图书馆减轻了志愿者的
工作量，她说：“只要根据电脑上显示
的图书号到找到对应的书柜即可。如
果实在找不到，我还会请求其他志愿
者同事的帮助。”回忆起图书馆里浩
如烟海的藏书、风雨无阻准时早读的
老爷爷，还有少儿阅读区里安静的亲
子共读时刻，刘前坦言：“成为志愿者
很好锻炼了我的沟通表达能力，同时
也让我对人们的阅读态度有了更加
清晰的认识。”

服务于南宁市少儿图书馆 2022
级本科生陈禹烨同样是在桂志愿上
找到的招聘信息。日常工作中，她需
要按照低龄儿童、青少年儿童或者是
小说、绘本等标准为图书分类，并按
照类别摆放到书架上，还需要在前台
为读者和访客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
和帮助。陈禹烨回忆道：“图书分类及
上架是非常考验信息检索能力和体
力，而前台服务则需要社交技能。”除
了帮小朋友们寻找所需书籍，她也需
要帮助焦急的小朋友寻找家长。因为
低龄区的书架普遍较矮，在摆放图书
的时候，她还需要一直弯着腰。但被
小朋友们唤作“老师”时，她认为一切
都是值得的。她说：“这一声“老师”赋
予了我对图书管理员的不同见解和

对这份职业的更加尊重，让我也多了
一份自豪感。”

平凡的社区里，也有师大志愿者
的身影。2022 级本科生韦沁沁报名了
所在社区的志愿服务，参与了社区内
60 岁以上老人新冠疫苗接种情况调
查、社区内新冠疫苗接种情况注意事
项告知、春节前慰问社区老人、入户
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大学生兵役登记
情况调查等工作。面对社区老人不配
合信息调查及存在沟通障碍等问题，
她能够耐心地和居民进行沟通或者
求助社区工作人员。服务过程中，她
切实感受到空巢老人的困境，“我所
在的社区大多是退休的老人，有许多
的老人都是独自一人或者两人留守
家中，有时候生病了儿女却不闻不
问。所以我坚定了以后要经常来社区
做志愿服务的心，和老人们多交流，
让他们能感受到更多的温暖。”

2021 级本科生苏翠敏同样选择
社区志愿服务，她负责联系老兵和联
系社区适龄征兵人选，参加亲子游园
兼毕业典礼工作、一次清扫工作，两
次宣传工作以及慰问老兵系列活动，
还撰写新闻稿五篇和老兵事迹通讯
稿三篇。感受社会生活是她参加社区
服务的初心，奉献爱心力量是她坚定
的选择。在与社区各部门不同工作人
员的接触当中，她也更加了解社区工
作的运行模式。谈及慰问老兵系列活
动，她感慨着自己在人生态度上受到
的影响：“记得采访一位年幼辍学，退
伍后又下岗的爷爷时，他一直强调自
己很幸福，因为他觉得无论在什么样
的逆境里面，乐观是最好的战胜困难
的武器。”

“生逢其时，与之共长。”志愿服
务既是宝贵的经历，也是难得的修
行，是于人间百态中窥见世情道理，
于传递善意时温暖你我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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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呼唤着更多年轻人投身于
乡村振兴建设之中。实践新知识，助
力新农村，师大学子坚定奋斗在一
线。

由吕彦彦、何欣欣等人组成的
“美育艺行”大学生实践团拖着行李、
背着背包，踏入贺州富川瑶族自治
区，开展了主题为“稻香农家、艺术乡
村”的公益墙绘活动。社会实践团每
天花费五小时，全心全意绘制墙绘。
风土人情、自然风景、乡村特色在他
们笔下展现，不仅“扮靓”了村庄，也
将伴随村民日后的饮食起居。团队在
七天内完成了 21 面墙的绘制，总计
达 123 平方米。何欣欣说：“我们积极
运用‘互联网 + 社会实践’新模式，通
过社交软件与短视频平台加大对墙
绘的宣传力度，传播乡村新形象。”吕
彦彦则说：“在未来，我们将继续做好
乡村美育工作，扎根时代生活，遵循
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美
育之花将在广袤乡村绽放得更加多
彩。”

同样心系乡村发展的，还有“银”
村“正”兴团队。2022 级本科生韦迈乘
和团队成员深入银姓仫佬族聚居地
石围古村进行调研。清晰而专业的分
工让她们的调研顺利进行。她说：“社
会学专业的研究生师姐负责改进调
研问卷和采访提纲。马院的同学以乡
村振兴政策为调研切口，而文院的同
学负责民族文化研究。”韦迈乘看到
了特色民族旅游对石围古村的正面
影响：“我们采访了石围古村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曹莹璐女士和村
委会代表潘主任。曹女士致力于开发
仫佬族节日，并通过发展旅游带动村
民就业，村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
高，村容村貌有所改变，对自己的民
族文化也就更自信。”

而 21 级本科生苏奕龙则专注于
帮助小规模农户搭上电商快车，为农
产品销售带去更多可能性。他对收
果、选果、供应链包装、物流等环节进
行调研，并走访多个直播间。他发现，
由于溢价环节多，果农们容易被压
价，加上没有成型的电子商务供应
链，果农选品的规格和标准不统一，
小规模的果农便难以通过电商致富。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家小规模沃植
户因为滞销不得已贱卖沃柑，所获收
入甚至难以支撑小孩学费。因此，他
选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果农销
售脱贫。作为工商管理专业学生，他
对于新购物方式和主流消费渠道了
解更深。他充分利用此优势，向果农
们宣传电商的好处。最终，苏奕龙同
学成功帮助两户滞销的果农实现了
满意的电商对接。

以水果 为助农突 破口的还 有
2022 级本科生康雨珊，她以恭城月柿
产业为调研对象，走访松林村、杨家
村与红岩村。她说：“我想亲自去了解
月柿产业的发展，让更多人知道恭城
月柿，帮助农村经济振兴。”从联系当
地的村长与村书记到实地走访多家
农户的一个多月里，康雨珊面临着连
绵阴雨天气、方言沟通不畅、遭遇闭
门羹等问题，但她坚持一户户走访，
拍摄照片，录制视频，就为了解农民
生活与月柿产业发展真实情况。在不
懈努力下，团队不仅完成了中文访谈
视频制作，还将其翻译成英文进行宣
传，把月柿推介到更广阔的世界。

“农村应成为‘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留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无论
是公益墙绘、电商推广、民族传承、还
是产品宣传，师大人用所学、所思、所
悟助力乡村振兴，实现青春奋斗与乡
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图为志愿服务韦沁沁渊左一冤参与志愿服务

图为刘前正在为读者归还书籍图为苏翠敏到老兵家拜访渊左冤

图为陈禹烨志愿服务的少儿图书馆

图为野银冶村野正冶兴团队实地走访石围古村

图为康雨珊调查恭城月柿产业

图为野美育艺行冶大学生实践团现场写生尧绘制墙绘

图为沃柑采摘尧装卸尧电商销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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