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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2025

各系团总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近日，省委教育工委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追寻领袖足

迹 体悟优秀传统文化”2024—2025 学年全省大学生寒假社会实

践活动的通知 》。结合实际情况，现将我院 2024—2025学年大

学生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追寻领袖足迹 体悟优秀传统文化

闽北职院团〔202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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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 2025年 2月 16日。

三、活动对象

学院大一、大二在校学生

四、活动内容

（一）追寻领袖春节足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逢新春佳节，习近平总书记都要深入基

层。2013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瘠苦甲于天下”的定西，

走进村民马岗家破旧低矮的土坯房；2021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

书记在贵州亲切会见了“中国天眼”项目负责人和科研骨干；2024

年春节将至，习近平总书记赴天津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各系

青年学生可以利用假期走进基层、走进生活、走进百姓，在国情

考察、社会观察、民生体察、调查研究、学习体验、志愿服务中

了解国情社情民情，切身感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等，深刻感悟人民领袖“我将无

我，不负人民”的为民情怀。

（二）传承非遗民俗文化

春节的各种年俗连绵不绝，从庙会、社火、戏剧、音乐、游

艺，到年画、窗花、福字、春联、年夜饭等，不胜枚举，构成了

一幅生动的民俗画卷。各系青年学生可以围绕送冬迎春、辞旧迎

新、祈福纳祥、团圆和谐等主题的实践活动，认真研读《你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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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福建》《你未能触摸的福建》《你未曾料想的福建》等书目，

充分挖掘节令食物、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学习非遗技能、传承非遗文化，进行创作或展演等，

体悟“闽人智慧”，探寻中国人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

（三）探究春节文化内涵

春节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仁义忠孝等道德价值，是中华民族

的内在特质与文化标识，塑造着中华儿女的人格理想与价值追求，

成为中华民族保持生生不息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源泉。各系青年

学生可围绕弘扬家国情怀、天人合一、尊祖重孝、崇尚礼仪、和

合团圆、除旧布新等文化精神，创新视频微课，深入挖掘春节文

化内涵，开展学理化教育教学研究，形成可推广、有特色的研究

成果，以青春视角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进一步

增强对春节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自觉自信。

（四）讲好中国春节故事

春节已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文化纽带。许多国家和地

区把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春节民俗活动已走进近 200个国家和

地区，成为全球性文化盛事。各系青年可以参与筹备“校园里的春

节”等中外文化交流活动，通过文艺演出、文化展览、美食品鉴、

学术交流等方式，讲好中国春节故事，展现春节的历史渊源、传

统习俗和民俗特色，共享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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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包容共存、美美与共的动人图景，在品味春节文化气息

中，体悟华夏文明魅力。

（五）体验福建海洋文化

福建海洋文化具有外向性、开拓性、包容性、和平性特质，

由此衍生出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的传统春节习俗。如，

福州市连江县的“游海神”元宵节俗、漳州市东山岛“海底反”（水

族舞）等，不仅体现了福建沿海地区人民对海洋的敬畏，也展示

了他们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生活。各系青年学生可以从春节民俗

中挖掘线索，体验海洋文化有关的民俗生活、历史、信仰、文学

艺术等，在厚重的文化底蕴中把握与海同生共荣的海洋生态文明，

以青年视角探讨“何以福建，何以海洋”，进一步认识与传承福建

海洋文化的地位、作用和价值。

（六）诠释春节“福文化”

福建省拥有丰富的“福文化”资源。从合福高铁到“华龙一号”，

从“人民的 110”到“山海情”，从“晋江经验”到“下党新貌”，从“长

汀经验”到“最绿的省份”，从连家船民上岸到数字中国建设等生动

实践，映射着国家富强之福、社会安定之福、生活小康之福。各

系青年学生可以结合地域文化资源特点，通过各类具体的人、事、

物诠释“福文化”的魅力，尝试打造具有地域特征的春节“福文化”

品牌，充分借助新媒体工具，运用“AI”技术制作动漫、微电影、

公益广告等，创作文化创意产品，进一步诠释和弘扬“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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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系团总支要高度重视社会实践活动，

充分调动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指导和培养，

突出重点和特色，强化育人资源协同，提高活动参与度和覆盖面，

增强育人实效性和针对性。各系团总支应组建至少 3支实践团队，

各团队必须安排一名指导教师，团队学生成员数由各系确定。

（二）突出文化实践。在实践过程中，各系团总支要积极发

挥春节文化的独特优势，突出实践要求，体悟春节的文化魅力和

时代生命力，使之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找

准春节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契合点，整合文化旅游、节庆民俗、非

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开展各种主题活动，积极创作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的节日文化活动、产品。

（三）注重价值引领。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充分发挥学生学科专业特点，赋予传统文

化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方式。注意甄别与防范有违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的陈规陋俗和歪风邪气，警惕奢侈浪费之风，不参与封建迷

信活动。

（四）确保安全有序。活动按照就近就便原则开展。各系团

总支要加强安全教育，落实各项安全保障措施，提前认真做好活

动安全预案，严防各类事故发生。各实践团队负责人要做好团队

安全工作，保证整个实践活动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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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总结提升。各系团总支要加强总结提升，统计基

本情况、推选优秀实践成果（包含但不限于调研报告、读书报告、

学术论文、文创作品、视频等），主动将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形

成的好经验好做法进行推介。同时，积极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做好

宣传，鼓励团队在活动策划、组织实施、成果总结等阶段主动对

外宣传，加强对优秀项目、团队和个人的宣传报道，不断扩大我

院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社会影响力。

六、评选表彰

学院将择优向福建省教育工委推荐“优秀实践团队”“优秀实

践个人”“优秀实践成果”等项目，同时开展院级表彰。

附件：1.寒假社会实践成果遴选方案

2.社会实践基本情况汇总表

3.主要新闻报道情况汇总表

4.优秀实践团队申报表

5.优秀实践个人申报表

6.优秀实践成果申报表

7.闽北职业技术学院2024—2025学年大学生寒假社会

实践活动学生安全责任书

共青团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5年 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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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奖项设置及申报条件

（一）优秀实践团队

评审对象为在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实践团队。实践主题

突出，有创新点和亮点；实践反响良好，有积极的社会影响，

有媒体的正面报道；实践总结完整，有实质性成果。各系团总

支择优推荐 1-2 个实践团队，填报附件 4，并提供相关支撑材

料。

（二）优秀实践个人

评审对象为在寒假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师生。具体

为能够发扬吃苦耐劳、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精神，取得具有

较高价值的实践成果的学生；积极参与带队和指导工作，并认

真指导实践团队完成各项实践任务的教师。各系团总支择优推

荐1-3人，填报附件5，并提供相关支撑材料。

（三）优秀实践成果

评审对象为实践活动中撰写的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理论价

值的调查报告、学术论文、主题征文，制作精美且内涵丰富的

文化实践宣传视频等成果。各系团总支择优推荐3-5项，填报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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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6，并提供相关成果电子版材料。

二、提交方式

须提交材料包括：实践总结报告（报告要求图文并茂，图

片另附压缩包），附件 2-6的电子文档及加盖公章后的 PDF版

扫描件，学术论文、调研报告、主题征文等实践成果电子版文

件，视频、文创作品文件（或提供下载链接）。

各系团总支将以上材料于 2025年 2月 16日前统一报送至

邮箱 2440902575@qq.com，邮件主题命名为“**系团总支+寒假

社会实践申报材料”。

三、成果类型

（一）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需紧扣实践主题，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文化思想学

习纲要》《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习近平与大学

生朋友们》等书目内容，撰写具有理论深度的学术论文。要求论

文在理论研究上具有严谨性，同时能够紧密结合实际情况，有独

到见解、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创新性。

学术论文必须原创未发表，无版权问题，不涉及个人隐私。

学术论文需附上查重报告，经作者所在单位指定的系统检测查

重，查重复制比不得高于论文总字数的 20%（去除本人已发表文

献复制比），所引用的内容均标明出处。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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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需对学术论文严把导向，严审内容，确保质量。字数不

少于 5000字。

（二）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需紧扣实践主题，了解新情况、研究新经验、发现

新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形成有深度、有思考、有实际意义的调

研报告。

调研报告必须原创未发表，力求客观真实、实事求是，做到

数据资料与观点相结合，注重体现与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

的结合程度和前瞻性意义。调研报告需附上查重报告，经作者所

在单位指定的系统检测查重，查重复制比不得高于报告总字数的

20%（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所引用的内容均标明出处。

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指导教师需对调研报告严把导向，严审内

容，确保质量。字数不少于 5000字。

（三）主题征文

主题征文需围绕传承与弘扬春节文化，结合实践中的所见所

闻、所历所获，以青年学生的视角、青年学生的体验、青年学生

的语言撰写主题征文，充分表达新时代中国青年对伟大变革的所

感所悟，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的风貌和担当。

主题文章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主题鲜明、观点正确。必

须原创未发表，无版权问题，不涉及个人隐私，文体不限，以记

叙文为主。主题文章需附上查重报告，经作者所在单位指定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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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检测查重，查重复制比不得高于作品总字数的 20%（去除本人

已发表文献复制比），所引用的内容均标明出处。实行指导教师

负责制，指导教师需对作品严把导向，严审内容，确保质量。字

数不少于 3000字。

（四）其他作品

征集富有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摄影作品、视频作品或

文创产品等，内容真实生动，不得弄虚作假，创新表达春节文化

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改革新举措、生活新变化，突出历史感、

时代感、现场感，凝聚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四、成果格式要求

（一）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应包括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等。

1.题目：40字以内，小二号宋体。

2.摘要：300字以内，小四号宋体。

3.关键词：3—5个，用分号隔开，小四号宋体。

4.标题：一级标题小三号黑体加粗；二级标题四号黑体加粗；

三级标题小四号宋体加粗。

5.正文：小四号宋体，1.5倍行距。

6.脚注：小五号宋体，论文所引文献的出处以及对文中内容

作说明的文字，均放在脚注中，脚注标在被引用和说明内容的右

上角，序号为①②③……，每页重新编号。具体注释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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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著作。主要责任者：《著作名》，出版地：出版者，

出版年，引文页码。对于编著的著作，主要责任者名字后须加“编”

或“主编”的字样。

（2）译著。〔国别〕主要责任者：《中文著作名》，翻译

者译，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如翻译者为 3人或

以上，请采用“第一名翻译者等译”的省略形式。

（3）期刊。主要责任者：《文章篇名》，《期刊名》ＸＸ

ＸＸ年第Ｘ期。

（4）报纸。主要责任者：《文章篇名》，《报纸名》ＸＸ

ＸＸ年Ｘ月Ｘ日。

（5）析出文献。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章篇名》，

文献主要责任者：《著作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

文献页码。

（6）网络文献。主要责任者：《文章篇名》，网址。

7.参考文献：小五号宋体，放在正文后面，序号为

[1][2][3]……，具体格式参照注释格式，无需标注页码。

8.文末附作者姓名、学校、院/系、年级、专业、培养类别（本

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以及指导

教师姓名、单位、职称和联系电话。

9.版式：A4纸版式，页边距上下各 2.5cm、左右各 2cm。

（二）调研报告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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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调研主题、摘要、关键词、正文（背景与缘起、目的

与意义、问题与对策、成效与不足、总结与推广等）、引文注释、

参考文献等。其他格式参照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三）主题征文格式要求

1.题目：二号方正小标宋简体

2.标题：一级标题三号黑体不加粗；二级标题三号楷体

_GB2312不加粗；三级标题三号仿宋_GB2312加粗

3.正文：三号仿宋_GB2312不加粗，行距为固定值 30磅

4.文末附作者姓名、学校、院/系、年级、专业、培养类别（本

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

（四）其他作品格式要求

1.摄影作品：投稿作品为 JPG格式，文件大小控制在 20M

以内。拍摄设备手机、相机不限，黑白、彩色照片均可，单幅、

组照均可。组照每组限 4—8幅照片组成，画面上不得加 LOGO、

水印、修饰性边框。

2.视频作品：投稿作品为 mp4格式，时长 5分钟—15分钟，

分辨率不小于 1920×1080，聚焦活动主题，内容健康向上、传播

正能量。

3.以上所有征集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作品所涉及的版权、

肖像权、名誉权等责任均由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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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系团总支（公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实践规模 实践教学 宣传报道

是否申报

优秀组织

单位

实践

团队

数量

实践地

数量（并

列举省

份、地区、

具体实践

地点）

参与学生

人数、全

校学生人

数及二者

比例

参与教师

人数、全

校教师人

数及二者

比例

是否与中

小学结对

（若“是”，

请填写中

小学名

称）

是否列入

思政课实践

教学计划

是否纳入

学时学分安排

（若“是”，请

填写具体学时

学分安排）

是否对接

“大思政课”实

践教学基地

（若“是”，请填

写基地名称）

国家级媒体

报道数量

省级媒体

报道数量



- 14 -

附件 3

系团总支（公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学校 活动专题 发表日期
发表平台（校级以上媒

体平台，不含校级）
新闻标题 新闻链接

注：活动专题根据通知文件“四、活动内容”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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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系团总支（公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团队名称 活动专题 实践地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实践成果 主要事迹（300 字以内）

注：活动专题根据通知文件“四、活动内容”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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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系团总支（公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在部门/学院 职务、职称/年级、专业 主要事迹（3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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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系团总支（公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作者姓名 活动专题 指导教师 成果类型 题目 摘要（300 字以内）

注：活动专题根据通知文件“四、活动内容”填写；成果类型：学术论文/调研报告/主题征文/影像作品/文创产

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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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24—2025

为贯彻落实上级和学院有关安全工作管理规定，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进一步

帮助学生明确安全工作的规范要求，增强安全观念，提高学生的自防、自卫、自治、自

救能力，确保寒假社会实践活动安全完成，特签订此安全责任书。

1、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有任何违法违纪行为，不得做任何有违学校声

誉事情。

2、尊重各地民族、民俗习惯。

3、实践过程要注意防窃、防交通事故、防意外伤害；登山时不要单人单独行动，

不得到险要地带开展活动或游玩；严禁到水库塘坝等地游泳；注意饮食卫生。

4、加强组织纪律观念，严格遵守实践团队的组织纪律，不擅自行动，服从团队及

指导老师的要求和安排。

5、实践过程中，团队成员要互爱互助，团结协作。

6、实践期间，出现意外事件应及时与有关救援部门联系，并在第一时间向指导老

师汇报。

7、此次社会实践目的、地点、时间、可能风险是否告知家长：

此次社会实践目的、地点、时间、可能风险家长是否同意：

团队已经详细阅读并认可本责任书，并保证在实践过程中严格遵守，凡因违反上

述规定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团队负责人负首要责任。

责任人（队长）签字：

本人自愿参加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2024—2025学年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活动，并保

证本人身体和心理状况适合参加本次活动，对本次活动的目的、性质、实践地的情况以

及可能的风险有清楚的了解，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自行负责。

团队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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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5年 1月 1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