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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青岛农业大学“百万大学生进社区”
社会实践的工作提示

各学院团委、团支部，各级学生组织：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巩固提升“百万

大学生进社区”社会实践成效，引领广大青年学生走向社会、走

向基层，现将有关工作提示如下：

一、参与对象

我校全体学生

二、工作方式和目标

1.为便于日常报到，按照就近就便、属地联系的原则，各学

院团委与经济园区、科技园区、城市社区、乡村振兴片区、重

点产业项目企业和各类青少年教育基地等双向对接，推进“大

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为参与实践学生拓展优化实践场景。

学院团组织统筹团支部与社区有序结对，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社区实践活动。各学院推动不少于学院团支部总数35%的

团支部与城乡基层团组织结对。各团支部于1月10日前与结对

社区开展3-5次活动即视为有效参与。

2.各学院要强化品牌意识，探索动员青年力量回归社区、参

与基层社会治理、提升青年社会化能力的创新之路，要充分发挥

学科专业特长和人才资源优势，精确对接和准确匹配社区需求，

设计并开展常态化、长效化、品牌化的社区实践和志愿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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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于1月10日前需至少完成一项可示范的特色社区实践服

务项目品牌的创建工作，学校将对相关项目进行集中展示交流。

3.各团支部开展社区实践活动后按要求填写《青岛农业大学

大学生社区实践活动记录表》（附件1），由学院团委填写《2

024-2025学年XX月XX学院大学生社区实践活动汇总表》（附

件2）,每月提交一次。活动记录表文件名称按照“学院+团支

部名称+活动时间+活动名称”的形式命名，上述附件电子版发

送至邮箱xtwdsjb@126.com，附件2纸质版一式两份交至知行楼

317。

4.各学院在本学期需每月在新媒体公众号上发表至少一篇

社区实践推文，在12月26日前在新媒体公众号上发表一篇社区

实践的总结性推文，并将学生参加社区实践计划情况作为重要参

考，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将符合志愿服务标准的工作计

入志愿服务时长。

5.寒暑假期：为便于集中报到，以“三下乡”、“青鸟计划”、

“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重点以社区青春行动实施社区、

黄河滩区迁建社区、“青春社区”创建和命名社区，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集中性城乡社区实践活动。

三、工作原则

(一)建立结对机制。建立镇街与院系结对、社区（农村）

与班级（社团）团支部结对的工作机制。结对要突出就近就便

原则，坚持不增加学生负担，坚持安全第一。结对要突出工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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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结对关系保持相对稳定，可以一对多，也可多对一，不搞“摊

派”。

(二)保持常态。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引导学生参与社会治

理、开展课后服务、组织社会调查、开展文体活动、促进基层团

建等。统筹用好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服务、社区青春行动、“三

下乡”、“返家乡”等实践载体，实现结对、报到常态化和长效

化，提升参与面、覆盖面。

(三)项目化推进。按照日常课余时间常态化报到、寒暑假

期集中式报到、重大活动阶段性报到等不同方式，因地制宜策划

实施常态化项目和寒暑假期集中性项目，围绕理论普及宣讲、红

色文化传承、发展成就观察、校地创新创业、就业实习见习、社

区志愿服务、文明城市创建、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打造各具特

色的社区实践品牌项目。

四、工作内容

(一)参与社区治理。围绕乡村振兴、城市建设、精神文明

创建、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公共安全、困难救助等基层城乡社

区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出计献策、开展服务。

(二)开展课后服务。围绕思想引领、兴趣培养、素质拓展、

自护教育、心理健康等内容，以志愿服务为基本方式，以基层党

群服务中心、“青年之家”等为阵地依托，为中小学生提供常态

化课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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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社会调查。结合学生专业背景、研究课题、兴

趣爱好和基层需要，访民情、察社情、知国情，有针对地开展社

会调查，形成调研成果。

(四)开展文体活动。围绕党的创新理论、政策法律、精神

文明创建等内容，以书法、绘画、歌曲、舞蹈、话剧等多种形式，

开展公益性文化宣传活动。

(五)促进基层团建。协助街道（乡镇）、社区（村）团组

织开展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参与基础事务、活动设计、

项目实施等。组织相关类型的志愿服务。

(六)主题宣讲。各基层团支部组织策划学习党的二十大

精神等系列内容的宣讲活动，也可结合所学专业、学科、所见所

闻、生活经历等多类型内容进行宣讲或者开展面对面交流活动，

可结合身边事例和亲身感受进行宣讲，从小切口阐释大道理。

(七)学术实践。鼓励学生充分利用专业知识，对接社区（

村庄）、学校，开展科学普及、学术研讨、田野调查、公益科

考、技术服务等，帮助学生不断开拓学术视野，提高学术素养，

为基层治理、乡村产业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八)其他内容。各团支部可根据社区实际需求，积极策

划活动，提供可行的支持帮助，解决社区实际需求。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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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要将大学生社区实践计划作为促进大学生提升就业

能力的有力抓手，明确工作责任，细化实施方案，多渠道整合社

会化工作资源，与社区统筹协调，为项目实施提供培训、食宿、

交通、阵地等保障，促进服务项目长期、稳定、创新开展。

(二)加强宣传引导

各学院团委要及时挖掘典型经验和特色项目，通过各类新媒

体阵地，对实践过程中的创新做法进行有效宣传，不断扩大知晓

率和覆盖面，形成“团组织支持、大学生主动、社区群众欢迎”

的良好实践氛围。

(三)严守安全底线

各学院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依法依纪依规组织各项实践

活动，确保师生在安全有序的条件下开展社会实践。学生要签署

参加社区实践安全责任承诺书（附件3）。要加强过程管理，

依法依纪依规开展实践活动，坚守意识形态和安全稳定底线，根

据实践地天气变化和地质条件等，灵活规划报到时间、地点和方

式，做好突发情况的应对处置。

(四)完善考评体系

校团委将各学院团委社区实践活动成果纳入年度考评范围，

将其作为红旗团支部评选的重要依据。同时，各学院团委要将大

学生参加社区实践计划情况有机融入学生素质培养体系，将其作

为社会实践优秀团队和先进个人推荐评选的重要考量以及参评

各项团内荣誉、推优入党和骨干选育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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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社区实践活动记录表

2.2024-2025学年XX月XX学院大学生社区实践活动

汇总表

3.社区实践活动安全责任承诺书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202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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