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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新时代文明实践员““小岗位小岗位””发挥发挥““大作用大作用””

在山西农业大学，有一支大学生支农

队，每年寒、暑假，支农队都要去农村开展

志愿活动，18年来一直坚持。1月6日，记

者从该校了解到，这支大学生支农队刚刚

获得了第十四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组

织奖。

这支大学生支农队成立于 2005 年 5

月，目前有成员 220 多人。他们以服务

“三农”为宗旨，不仅和其他大学生志愿

者一样开展乡村支教、文艺汇演、下乡调

研、关爱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等活动，还

利用各自特长，开展农业技术推广等特

色志愿活动。

2017年8月，大学生支农队在太谷区

下乡调研过程中了解到，当地红枣因为连

日阴雨天气常常发生裂果问题，导致红枣

品质下降，严重影响农民收益。为解决这

一问题，志愿者们联系了学校做相关研究

的专家教授，寻求解决方法。依托山西农

业大学丰富的科研成果，他们成功为当地

农民找到了防裂果的方法。志愿者们还

积极推动大数据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开发

农业技术服务平台，实现了农业专家对农

民进行线上“云指导”。

2021年，支农队赴运城市万荣县开展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实地调研过程

中，他们发现当地农业领域存在“白色污

染”问题，污染主要来源于菌袋外层塑料

膜和地膜污染。志愿者们依托山西农业

大学科研团队在全生物降解渗水地膜等

方面的科研成果，在当地积极推广全生物

降解地膜和菌棒包膜等环保产品。

2023年7月，支农队走进临汾市曲沃

县北辛村，为这里的孩子开展支教活动，

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同时，还为村民

们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消夏文艺活动。为

了发挥所长，他们还深入农户家中了解村

民的基本生活情况，走进田间地头与当地

村民交流，和村民们一起劳动，将课堂所

学与支农实践联系起来。

18 年来，这支大学生支农队累计组

织了 56 个下乡小队开展下乡支农活动，

先后深入120多个农村，涉及山西、山东、

陕西、河南 4 省，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

评。一批又一批支农队成员毕业离校

后，或参与到了农村基层工作，或参与

“西部计划”前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18

年来，从支农队走出来 50 余名到村任职

大学生，30余名“西部计划”队员，10余名

乡建人物和返乡创业代表，他们在乡村

振兴的大舞台上贡献青春力量，续写支

农队的故事。

走在田间地头的大学生支农队

本报讯 （记者 路丽华 通讯员

谷丽娟） 近年来，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中，昔阳县坚持守正创新，全力做好人

员招募、队伍培训、资金保障三篇文章，让

新时代文明实践联络员在基层“小岗位”

上发挥“大作用”，打通了宣传群众、教育

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招募专职人员，解决“谁来干”的问

题。昔阳县充分发挥全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的阵地作用，两年来，该县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专职文明实践员15名，其中，文明实

践中心配备4名专职实践员、10个乡镇及

社区分别配备1名专职实践员，负责新时

代文明实践日常活动开展、志愿服务项目

品牌打造、“幸福+码”小程序推广、志愿服

务队伍组建开展等工作，使之成为理论政

策的“传声筒”、热心服务的“志愿红”、管

理阵地的“小当家”。

开展专业培训，解决“怎么干”的问

题。昔阳县采取请进来、走出去、坐下来、

沉下去等方式，加大培训频次，提升培训

质效。先后邀请省、市多年从事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的领导走进昔阳，就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进行专题辅导；组织实践员赴

大同市平城区、灵丘县，就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建设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现

场培训，进一步拓宽了工作思路；以会代

培，每月召开工作例会，组织实践员开展

日常工作培训，并就上月工作情况进行汇

报总结，不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落

细落实；组织实践员到西峪村、碧霞观村

等12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示范点观

摩交流，对标对表，聚焦自身短板弱项，全

面查缺补漏、整改提升。2023 年 11 月 16

日，昔阳县举办首届“奋斗之城 幸福昔

阳”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各乡镇（社区）文明实践员参加项目比拼，

以赛促能，促进了实践员练就“开口能说、

提笔能写、人员能组织、活动能策划”的过

硬本领。

设立专项资金，解决“留得住”的问

题。昔阳县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拨付

了专项经费，招募专职文明实践联络员

15名，确保每个实践（所、站）都有专职人

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各乡镇（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与聘用人员签订

用工协议，为他们提供岗位补贴，正式聘

用后按国家规定参加社会养老、医疗、失

业、工伤和生育等 5 项保险，让实践员无

后顾之忧，同时也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的长效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昔阳县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记者 闫淑娟） 近日，

2023 乌马河·中国大学生剪纸大赛在晋

中信息学院举行。通过剪纸大赛，在深化

高校间、校地间文化联动的同时，进一步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本次大赛是国内第一个面向高校学生

群体的剪纸艺术国家级赛事，由晋中信息

学院、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分会主办，

晋中信息学院书院部、山西省民间剪纸艺

术家协会承办。大赛历时3个月，共设置作

品征集、线上初评、作品邮寄、装裱展示、现

场终评等多个环节，充分发挥高校教育资

源的重要优势，将剪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大学生群体中“火”起来。大赛自2023

年10月启动以来，收到来自全国23个省71

所高校的346份剪纸作品，选手覆盖专科、

本科、研究生各层次，范围延伸至多个专业

领域，他们从形式到技法、语义到语境、内

容到风格，都最大化地呈现了当代青年学

子的艺术特性与青春气息。

大赛期间，晋中信息学院特邀国内多

名剪纸文化匠人开展以“厚植中华文化底

蕴·纵享剪纸艺术”为主题的围炉夜话活

动，就剪纸起源发展脉络、流派分类、创作

创新等，为近百名高校师生带来一场文化

盛宴；评审专家、特邀嘉宾及该校相关负

责人就“剪纸非遗进校园”“剪纸文创产品

开发”“赛事总结与复盘”等主题展开充分

研讨，进一步优化学校传承传统文化体

系。同时，来自多所高校的青年学子开展

“传承剪纸非遗技巧·高校青年在行动”主

题沙龙，围绕青年对“剪纸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创作中的主线与巧思”等话题展开

交流与互鉴，在探讨中凝聚高校力量，传

承中华文化。

经多位专家、名师评定，最终选出 5

个级别 38 个奖项。这些作品以其富有

感染力的形式样貌展现了现代青年之风

采，而作为文化传承人的青年，也在非遗

艺术中提升鉴赏力、在文化创新中塑造

责任与担当。

首届乌马河·中国大学生剪纸大赛在晋中信息学院举行

让非遗传承之花在大学校园绽放

记者 张颖

本报讯 （记者 马永

红） 1 月 4 日，寿阳县文

化馆开办了拓碑技艺培

训班，共有30余人报名参

加了此次培训，全面推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与保护。

在培训课上，传承人

王建中采用“理论讲解+

实际操作”的方式进行授

课，从“拓碑技艺的历史

渊源与概述”“学习拓碑

技艺的意义与文创产品

市场探索”“制作拓片的

种类与工具的应用”“现

场操作制作”等方面进行

了精彩讲解。在整个学

习过程中，学员们对拓碑

技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他们不仅仔细聆听老师的讲解，还

积极参与实践操作，努力掌握这门

独特的技艺。

该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培训班的开设，将推进拓碑技艺人

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增强非遗传

承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寿阳

县非遗保护传承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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