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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快讯

坚定信念 精准扶贫--“太阳之光”精准扶贫帮扶

实践团走进太阳山村开展中国梦宣讲会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信念是人的支柱。7 月 15 日上午，当阳光洒落在怀化

市新晃县晃州镇太阳山村时，湖南工程学院校学联暑期三下乡实践团--“太阳

之光”精准扶贫帮扶实践团在村委会开展了“中国梦的本质和基本内涵”主题

宣讲会。

村委会的前坪汇聚了数十名来自太阳山村各个小组的村民，他们围在志愿

者身边，仔细听着志愿者讲述中国梦的历史文化基础，基本内涵，本质属性，

重大意义和根本保障。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侗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

新晃县作为侗族的较大居住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有“诗的家乡、歌的海

洋”之美誉，厚重的文化底蕴是宝贵的财富。侗族的民歌、民间舞蹈、芦笙

舞、侗笛、竹编、藤编等都是侗族宝贵的财富。

来到宣讲会现场的大多是年岁已高的侗族老百姓，浸润了几十年的侗族，

但他们大部分都是小学未毕业或者只有小学文凭，当志愿者问到他们的梦想是

什么时，这些爷爷奶奶听完志愿者的讲述后说道：“现在好像小时候读书的感

觉，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够好好读书，走出这座山。”听到这句话，志

愿者都陷入了深思，如果侗族深厚的民族文化能够和中华文化更深地融合，在

传承中创新发扬和进步，太阳山村的人民是不是就能过得更好？

中国梦是强国梦，是复兴梦，是幸福梦，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梦。习总书记说过，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

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为人民造福。“太阳之光”精准扶贫帮扶实践团通过



开展宣讲会、实地调研等方式，让太阳山村的侗族百姓更加理解中国梦，对生

活充满憧憬。

宣讲会的最后，志愿者们拿出许多湖南工程学院师生们捐赠的生活用品分

发给老乡们，再次获得父老乡亲们的热烈呼应。

（稿件：校学联 彭俊）

湖南工程学院“三下乡”教育帮扶实践团

座谈会——建筑工程学院

2016 年 7 月 15 日 12 点 40 分湖南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三下乡”实践

团指导老师李佳和郭文辉及各组组长与当地包村干部杜若雨、算子村小学高明

校长及计生主任范镇亮一起召开了关于算子村教育帮扶座谈会。

由于算子村地处偏僻地段，交通不便，许多外界的先进科技、理念进不

来，导致当地村民思想观念落后，百分之八十的人读完初中后选择外出打工而

不再接受教育，因此文化素质较低。

2005 年 9 月高明校长来到算子村并担任算子村小学的校长至今十余年，算

子村小学在他的带领下渐渐发展起来，但他现在还有唯一的心愿，希望将算子

村小学建设成一个封闭式的学校，有着自己独立的食堂、宿舍，解决当地留守

儿童问题以及弥补教育落后的现况，他将希望寄托于此次活动能呼吁更多的爱

心人士关注算子村、建设算子村、改善算子村。

此次会议的第二大话题——经济建设，由于当地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达到

了百分之八十，劳动力严重缺乏，教育水平极其落后，以致于当地经济产业发

展困难。会议上也就如何发展当地经济做了设想。

会议最后，与会人员各抒己见，纷纷提出建设算子村经济模式的意见。

一、政府引进先进技术引导村民进行当地产业建设，发展农牧业。二、基于算



子村周围环山，到处都是大自然留下的醉心的痕迹，旅游业可以渐渐在此地发

展起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此旅游，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三、同时鼓励、召

回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回乡建设家乡，增加当地劳动力，带动算子村经济更快更

好地发展。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虽然算子村正处于最原始的起步

阶段，“众人拾柴火焰高”，相信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算子村将会越来越

好！



（稿件：建筑工程学院 耿峥嵘，摄影：袁杨峥）

三下乡服务之敬老院之行——国际教育学院

今天是国际教育学院三下乡的旅程的最后一天了，在这一天中大家都心情

复杂，大家都充满了不舍的心情。今天我们于 8:15 在教学楼集合，集合完毕

后我们去学办处领需要慰问敬老院的东西以后，就准备出发去敬老院。

到达了敬老院以后，我们与敬老院的老人详细了解了一下情况，知道敬老

院老人平均年龄超过 65 岁，其中年龄最高的一位有 85 岁高龄。我们全体职员

者分成两组，一组负责帮他们打扫卫生，一组专门跟老人散步聊天。分工完毕

后，同学们就热火朝天的干起来。屋里的老人也都笑逐颜开，与同学们聊了起

来。整个大院里除了同学们的干劲还有老人和工作人员的欢声笑语，溢满温馨

好似春花开满园！等大家都都完成任务差不多以后，大家都依依不舍的离开敬

老院。



这次活动让我从中学到很多，我们也得到了许多深刻的为人处世的道理。

我们志愿者乘车去敬老院。这次敬老院之行在略表心意的同时，更旨在现实客

观地诠释和谐二字的涵义，让更多处于黄昏时段的老人感受到社会上最单纯的

温暖，让我们更深刻的领会十八大精神。的确，创建和谐社会离不开社会经济

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更离不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构建。

敬老院志愿者的合照



志愿者打扫卫生

志愿者与老人聊天

（稿件：国际教育学院 肖诗涵，摄影：刘娟老师）

板凳妈妈敬老院之红色感人事迹——化学化工学院

七月十四日上午八点四十，化学化工学院青年志愿团队的第四天志愿之行

开启了。

上午九点一十，志愿团队准时到达目的地“板凳妈妈”敬老院。今日志愿

活动主题—红色教育。因院内住着几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大英雄，所以志

愿者们在袁琪院长的指导与带领下，去拜访了这几位老人，同时也陪同院内的

其他老人聊天，听他们讲述各自的故事。

其中有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袁爷爷很耐心的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人生

经历。袁老今年 88 岁，出生于 1929 年。他是中国的一位大英雄，因他曾在 22

岁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你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啊，都是我们这些老兵和共

产党为你们争取来的啊，你们一定要好好感谢共产党，感谢当初打仗的人们



啊！”这是袁老的切身体会。

他当兵六年，家庭条件十分艰苦，曾患疟疾几个月而未得到治愈，但他从

未因身体原因放弃为祖国效力。“只有我们所有人都团结一致，不畏艰难，才

能将敌人打败，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啊都能好好生活。”岁月在他脸上留下

了无情的疤痕，袁老虽然在战争六年半期间受尽了不少苦，但是他坚持不懈，

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袁老的身体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硬朗了，因此他在晚年时选择

来到了“板凳妈妈”敬老院，“住在这里能让我的儿女们少担心，自己也能方

便一点”，他现已在敬老院居住已有十余年。

从袁爷爷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学习革命先辈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革命

精神。中国革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的。但是，正是因为有了一群像袁

爷爷一样的革命军队在为中国舍死效力，不畏艰难，团结一致，以百折不挠的

革命精神，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今天的志愿活动让我们明白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这种革命精神，保卫我们

亲爱的祖国。

志愿者认真聆听并详细记录袁老讲述的英雄事迹



（稿件：化学化工学院 朱姝枚，摄影：杨婷娇）

温暖师生情，爱心进基层——外国语学院

2016年 7月 15日是湖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情系山村，执梦远航”支

教团队到达新晃县晃州镇兴隆小学的第四天。为了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学生的

家庭情况、学生家长对孩子接受教育的观念、当地百姓生活现状以及各种政策

的落实情况，志愿者们分成支教组、调研组和宣讲组兵分两路开展本次社会实

践活动。

三尺讲台，挡不住浓厚师生情

“I have a good friend.I have a good friend……”早上 8 点半，教室里早已响

起了孩子们的朗朗书声。天气变换莫测，支教团却热情不减。为了激发孩子们

的学习热情，支教队员决定进行英语朗诵比赛。孩子们积极踊跃的参与，使得

课堂的学习氛围更加地浓厚起来，场面十分热闹。比赛最后，支教队员评比出

第一、二、三等奖，并给获得奖项的王可、杨正财、杨奕等人分别颁发钢笔和

乒乓球等奖品。紧接着的以“变废为宝”为主题的手工课上，孩子们通过自己



的想象与创新，用自己从家里带的废弃塑料瓶、易拉罐、用过了的纸杯等材

料，制作出了十分优秀的作品。一堂课下来，可爱的海绵宝宝、穿着裙子的小

女孩、风铃、坦克等手工作品活灵活现，令人惊喜万分。“老师，你喜欢什么

颜色？”一个女孩子突然跑到支教团成员面前问道，“我想用你们喜欢的颜色

涂满这个纸盘来做一面钟，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能永远定在这一刻。”一句

简单而又朴实的话，触动了支教团成员的内心深处。

雨晴不定，阻不了志愿者深入基层的脚步

下午 2点半，湖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志愿者们紧紧围绕“教育扶贫”这

个关注点，以问卷调查等形式深入太阳山村开展贫困调研及留守儿童教育关爱

行动。外国语学院调研组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主要调查留守儿童的家庭情

况、学习情况及自我心理层面。从调查对象来看，大多数留守儿童的父母一方

或双方长期在外务工，多数是爷爷奶奶一方或双方监护，并且大多对自己的学

习不满意。他们能够接受父母在外务工，但仍希望父母回家陪伴自己。在进行

问卷调查的同时，调研组还与村中居民进行访谈，从留守儿童本人、父母、监

护人三个层面开展访谈工作，进一步拉近与调查对象的距离，深入了解他们的

想法。

正所谓教学相长，在短短的几天内，孩子们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懂

得了如何感恩；志愿者们也获得了成长与感动。通过实地调研，志愿者对当地

的居民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而能针对性的宣讲国家政策，探究出当地贫困

的主要原因。通过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不仅磨练了志愿者们的意

志、培养了他们理论运用与实际能力相结合的能力，同时也鼓舞了他们进一步

深入思考，增强了同学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学生手工课作品

调研组与留守儿童交谈



调研组向当地村民了解情况

调研组与太阳村村民合影

（稿件：外国语学院 卢美娟、万春， 摄影：谢湘萍）



★实践心得

要想富，先修路

老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以目前的调研情况来看，太阳山村的交通十

分落后，没有固定的小巴班次，有车代步的村民也特别少，很多人想要出村赶

集都必须步行。村里只有一条四米左右的水泥路，两辆车车交接根本无法进

行，据我们和村民的访谈来看，原因很多，一方面，资金不足，难以改善村里

所有的道路，另一方面，拓宽道路，难免需要占用农田以及林地，一直都没有

妥善的协调好，村里的干部压力也比较大，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拖到如今。所以

下一步必须加宽路面，改善路况，才能进一步加快村庄的发展。

今天的走访过程中，我们遇到了特别热心的一个叔叔，他一直带我们去各

个居民家调研，这让我们非常感激与感动，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陪我们走过

整个人生，也许他们只是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的普通人，但是他们的一个小小举

动，也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回忆，他们的耐心，他们的友好都让我们觉得这一

次三下乡非常值得。

（校学联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 杨静）

思考与感悟

回来的路上，我百感交集，老人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奉献了

一辈子，现在尽管子女都不在身边，但是依然保持了一份坚强、乐观的心态，

在生活中老有所为。那么作为后辈的我们，更应该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他们，关

心他们的晚年生活。

我想，每一个热血青年都不忍让老一辈人在流离失所中，生活在无尽空虚

中。就让我们携起手来，献出自己的应有力量吧。慰问活动结束了，我觉得回



校后会发动更多的同学参与到献爱心的活动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

培养关爱生命、服务他人的美好情操，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青春和力量。

经过本次志愿服务,启发了我们在公益劳动中寻找能使我们受到教育,有所

感悟的亮点,引导我们去了解社会、感受社会。这些都让我们体会到了老一辈

的孤独、我们的幸福和自私。虽然我们满头大汗，但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心

里都有一股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不是在学校里能够体会到的。

（国际教育学院 陈青）

爱心支教，与孩子共同成长

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到现在，我收获了满满的感动。每天一大早起来，我

就能看见孩子们在教室的身影。山路遥远抵不过学习的热情，孩子们积极的身

影不由地让我暗暗下定决心要更加用心地教他们。

一直到今天，自己给孩子们上了三节课，每节课之后我都有不同的感受。

第一次给他们上英语朗读课时自己还有一点小小的紧张，但孩子们可爱的笑

脸，整齐的朗读声很快打消了我的顾虑，这群孩子多棒啊！虽然自己上的课有

很多不足，比如时间没把握好、讲课内容难度过大、趣味性不强等等，但孩子

们一声声“杨老师”、“老师好”，让我有重拾了信心，决心下次努力改进不

足之处，力争把课上好。在花了一个晚上对原课件不断改进之后，第二天的朗

读课明显效果好了很多，这让我很是欣慰。第三天的朗读比赛，大家都很勇敢

的上台大声朗诵，虽然有些读音会错，相比正式的朗读比赛不是那么完美，但

我们的比赛目的原本就只是鼓励大家勇敢的上台表现自己，大声地把英语说出

来。在我看来这群孩子们表现的都非常好，远远超出我的意料。除了朗诵课，

手工课班会以及其它课，在各位志愿者的鼓励和帮助下，小朋友们都表现的非

常出色，思想活跃想象力丰富。课间休息时和志愿者们一起玩游戏，气氛十分

融洽。



能够参加这次的三下乡，我觉得很幸运，庆幸自己能够有这样一次机会，

不仅得到了不一样的体验，也收获了孩子们满满的爱。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相

信自己能够带着这些爱与勇气，走得更远更好。更加希望这些孩子们，在他们

自己以后的人生中，能够越来越好，努力学习，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时刻怀着

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父母，回报社会。

（外国语学院 杨全）

暖与感动常在，调研与成长并存

很幸运来到“三下乡”这个团队，第二天开展工作的时候，看到过牛，大

鹅，鸭，还被狗追过。这里相比于我去过的很多的山村，确定显得更贫困，贫

富差距很大。我自己也是来自农村，深知农村的各种不方便和人们对生活的需

求。

来到第一家是村里的队长家，一个人独居，儿子在外面务工，老婆在镇上

打工，自己独自守着田地和自家的老房子，老人家还有腰病，在同伴在做调查

访问的时候，我看了他家厨房，用的是农村传统的柴火，用水是用挑的。我看

到他们家存水比较少，就主要请求帮忙打水，老人家硬是不要，最后我和小伙

伴帮忙挑了两担井水。

说实话，看到老人家那种得到一点点小帮助的开心的笑，我真的很开心，

虽然能做的很少，但我们尽量做，尽心做，让调研的实践活动带给村民更多的

“实惠”，也扩大活动的影响力，让村民相信我们，喜欢上我们，愿意和我们

促膝长谈。

（校学联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 邓峰）



★精彩瞬间

校学联图片展示

调研组帮受访村民擦药



宣讲组给太阳山村村民发放衣物

调研组正在访问扶贫对象





调研组帮村民抬树



调研组在去调研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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