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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共青团“五类实践团”推动“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引导和帮助广

大青年学生上好与现实相结合的“大思政课”，在社会课堂中受教

育、长才干、作贡献，在观察实践中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

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文明办、中共

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学生联合会结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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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实际，组织动员全省高校大中专学生在确保安全、严格遵守

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深入实践地，围绕党史学习、理论宣讲、

国情观察、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禁毒防艾、通用语言文字普及

等 7 个方面的内容组建实践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群众认可、成效显著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党史学习实践团结合疫情防控情况，依托各地红色资源，组

织青年学生开展重走红色足迹、追色红色记忆、访谈红色人物、

挖掘红色故事、体悟红色文化等多种形式活动。云南大学组织学

生调查贵州遵义会议旧址，云南扎西会议、贺龙指挥部旧址以及

云南省内其他红色旅游资源，通过沿途实地拜访、寻访老革命，

重点收集和挖掘云南少数民族党员和先进人物的故事，整理汇编

形成故事集，并录制《我眼中的红军和长征》记录片和《红军长

征过云南》系列微团课。云南警官学院组织师生走进红河县宝华

镇，徒步行走了几十公里，翻过高山，穿过梯田，探访了居住在

宝华镇附近的 5 位荣获“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的老党员，认真

聆听老党员们艰苦奋斗的感人事迹，学习老党员的奉献精神。昆

明文理学院组织学生赴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联合乡北河

村和云南楚雄元谋县，深入村寨，走进红色文化教育基地，重走

红军长征路，感受当地村民最真实的生活，聆听一个又一个感人

的党员故事。文山学院组织青年师生赴老山参观老山主峰战场遗

址，重走老山路，并带领青年学生们走进驻地部队，同部队官兵

一同开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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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学习活动。曲靖职业技术学院组织青年

学生走进富源县，参观旧城山红色纪念馆，重走长征路，到富源

花果山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祭扫活动，缅怀革命先烈。 

理论宣讲实践团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青年学生将理论学习与社

会实践相结合，组成理论宣讲实践团，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和活

动开展红色党史宣讲。昆明理工大学组织青年学生前往西双版纳

州嘎洒镇、勐腊县的四个传统村落，通过集中组织、一对一入户

等方式宣讲好党的政策，讲好党的百年历史故事，做到党的历史

家喻户晓、党的恩情深入人心。西南林业大学依托“西西&林林”

党史小课堂，在玉溪市澄江县当地少年儿童中开展“童心向党●

筑梦未来”宣讲活动，以“唱红歌、讲党史、颂党恩”的方式了解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用声音与童心感怀建党初心，让少年

儿童不仅作为党史的倾听者、学习者，同时成为党史故事的叙述

者。云南财经大学与共青团五华区委员会共同组建青年党史宣讲

团，分三个阶段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校园、进支部、入社区、

回家乡，深入基层一线、人民群众，面对面开展小规模、互动式、

有特色、接地气的宣讲活动。云南民族大学全国大学生民汉双语

志愿服务团组织青年学生发挥普通话和当地民族语言“双语”宣

讲优势，在当地学校、社区、村寨开展“百年党史”青年说、“音

乐里的党史”、“图片里的党史”等党史宣讲活动，运用人们喜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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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见的方式，推动党史学习往深里走。 

国情观察实践团注重以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脱贫攻坚历

史性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成就等为现实材料，组织青

年学生开展参观考察、国情调研、学习体验等活动。各高校组织

学生深入云南省各地州的乡镇部门和广大乡村，全方位、多维度

地了解乡村治理的真实情况以及现实壁垒，并初步形成了资料详

实、真实可靠、论证有据的调研报告和政策咨询报告，为云南省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新

的对策。昆明医科大学组织中外大学生到昭通市鲁甸县雨露社

区、卯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扶贫车间、食用菌大棚等地开展

“参与式”“互动式”劳动教育，实实在在地参与到农产品种植过程

中，切实引导青年学生进一步弘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品

格，感悟全国全省决胜脱贫攻坚、开启乡村振兴的成就。云南农

业大学以羊拉乡脱贫攻坚历史性成果为现实教材，组织调研队实

地考察羊拉乡基本乡情及地理情况，了解脱贫前后羊拉乡发生变

化，深入认识产业对脱贫的带动作用，并与贫困户深入交流脱贫

经验，深入学习“羊拉精神”的内涵。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组织

23 名师生赴普洱市澜沧县富东乡小坝村，调研了 5 个自然寨，

走访了 130 户家庭，以 20 户典型性少数民族家庭为对象，对少

数民族精准扶贫中的教育扶贫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乡村振兴实践团着眼于帮助和引导更多青年学生了解认知

当前的乡村状况、在未来踊跃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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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农、科普宣讲、调研献策、志愿服务等形式的实践活动。

云南中医药大学把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与参与做好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结合起来开展，举行爱心企业助力灾后重建捐赠仪

式，共同助力大理漾濞县灾后重建，累计进行健康咨询、爱心义

诊超过 1600 人次，捐赠价值为 81.46 万元的药品，人均志愿服

务时长约 14 小时。云南艺术学院带领青年学生完成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四镇、六乡下辖代表性村落的美育服务，充分结合专业

特点，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研究地域文化资源与美育结合的路

径，探寻能继承传统、体现地方文化多样性的美育模式，完成“乡

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域文化资源在四镇、六乡美育中的实践研

究。玉溪师范学院组织学生充分结合专业知识，运用电商技能，

以微店、直播等线上营销方式推广腾冲司莫拉村的大米粑粑、有

机红茶、胭脂果等特色农产品，促进农产品销售和增收，服务地

方产业。云南财经大学组织实践队针对云南楚雄外普拉村目前已

有的乡村旅游合作社项目整体运转情况及旅游景点运营情况进

行实地调研，并充分发挥设计、美术类专业学生的优势，结合外

普拉村自身的特色，力争设计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创产品，为地

方旅游产业再添“新砖”。曲靖师范学院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组织 40 名美术学专业、书法学专业的青年志愿者

到曲靖市会泽县宝云街道、驾车乡围绕“乡村振兴”开展主题墙体

绘画，完成 450 平方米的墙体文化长廊绘画。 

民族团结实践团贯彻落实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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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组织省内新疆籍、西藏籍大学生

开展“民族团结我践行”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内地大学生到新疆、

西藏等地开展国情考察、地球第三极保护行动等社会实践及实习

就业活动。云南财经大学组织 12 名新疆籍和西藏籍同学参观昆

明聂耳墓、南洋机工抗日纪念馆、西山名人墓、民族博物馆等教

育基地，推进少数民族学生开阔视野，在少数民族学生中进一步

弘扬和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作

为云南民族团结示范学校，组织学校西藏籍学生返家乡到西藏昌

都、拉萨、日喀则等地开展民族团结宣讲、“红色故事我来讲”、

普通话推广、“我为群众做件事”等志愿服务活动。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组织师生赴云南迪庆德钦县，深入民族团结示范地区，开展

普法宣讲、党史学习教育、普通话推广、慰问藏区孤寡老人、关

爱藏区留守儿童等志愿服务活动。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组织

学生到迪庆访谈红色人物、挖掘红色故事、重走红色足迹、追溯

红色记忆、深入学习革命先辈们的英勇无畏的精神，深刻体育新

时代历史使命、深入了解党和国家发展的辉煌成就。 

2021 年云南省大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还在陆续开展中，受

当前国内疫情形势影响，部分活动已转为线上进行。下一步，共

青团云南省委将对今年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和梳理，立

足新发展阶段，探索云南省“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的新路径、新

方法，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在社会实践中深入学习党史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增强青年人的志气、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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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底气，在奋力投身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谱写

青春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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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团中央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省直机关工委，团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 

发：各州（市）团委，省直机关团工委、省金融团工委、省非公

经济组织团工委，驻京团工委，各厅局、企业、高校团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