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路同行，“乡”约振兴：在安徽乡村践行振兴使命

暑假来临，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一路同行，‘乡’

约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团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奔赴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

开启了为期一周丰富多元且意义非凡的暑期社会实践之旅。

传承红色基因，感悟革命精神

实践团率先踏上追寻红色记忆的征程。成员们依次参观了六霍起义纪念馆、

六霍起义纪念塔、红军广场、独山红军街、独山革命旧址群以及独山苏维埃城。

在六霍起义纪念馆里，凭借珍贵的历史文物、详尽的图文资料以及生动的多媒体

展示，成员们深度探究了六霍起义的背

景、经过及重要意义。在高耸且肃穆的

六霍起义纪念塔前，实践团成员敬献花

篮，深情缅怀革命先烈的卓越功绩。红

军广场上，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浮雕生动

再现了当年红军战士英勇奋战的场景，

让人仿若置身于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

独山红军街留存了众多革命时期的建筑和遗迹，这些古老的建筑见证了那段波澜

壮阔的历史。独山革命旧址群散布在镇内的各个



角落，展现了当年革命队伍的组织架构与工作环境。独山苏维埃城作为集中呈现

苏维埃政权建设与发展的场所，通过参观，成员们深切领略到了苏维埃政权在革

命斗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历经这一天的参观学习，实践团成员深度理解了独山

“一镇十六将，独秀大别山”的光辉事

迹，深刻感悟到战争年代革命先辈们的

英勇无畏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这不

仅是一次对历史的追溯，更是一场精神

的洗礼，为后续的实践活动注入了强劲

的精神动力。

调研地方产业，活化“龙井”特色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实践团满怀热忱抵达龙井村后，来到集体经济

厂棚区域。在村干部的引领下，实

践团成员细致询问了厂棚的建设历

程、投入成本、管理模式以及当下

的生产效益。近些年来，在皖西日

报社驻村工作队和龙井村村“两委”

的通力合作下，龙井村的产业发展

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

村集体经济发展成功实现了从零到有、从有到强的转变。通过实地考察，大家深

切感受到了龙井村在探索集体经济新路径时的坚定信念和显著成果。在此过程中，

实践团成员留意到集体经济厂棚内的杂草问题。即便厂棚内温度骤升，酷热难耐，

但团队成员们未有丝毫懈怠与退缩。汗水浸

湿了他们的衣衫，却无法磨灭他们内心的热

情与执着。他们深知，每一份付出都是对这

片土地的深沉挚爱，也是对乡村振兴事业的

坚定拥护。经过一上午的辛勤劳作，集体经

济厂棚及其周边的杂草被清理干净，环境得

到了显著改善，为农作物的生长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此次调研不但让实践团

成员对龙井村的集体经济和特色农业产业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也让他们深



切体会到了乡村振兴工作的艰辛与不易。

观摩地方产业文化，触摸乡村振兴脉搏

六安瓜片茶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为了更深入探究

这一传统名茶的往昔与今朝，实践团专程前往

当地的六安瓜片茶文化博物馆进行参观学习。

博物馆内珍藏了大量有关六安瓜片的历史文

献、文物和实物资料，通过图片、文字、实物

等多种形式展现了六安瓜片的发展历程、制作

工艺流程、茶具茶道的种类变迁及演变

过程。此外，团队成员还在双峰村学习

了茶叶种植方法以及茶叶分类，真切感

受乡村茶产业的发展。在村支书及茶农

的精彩讲解下，团队成员不仅学习了茶

叶的种植流程，更对六安瓜片的独特魅

力有了深刻的领悟和感受。团队成员通

过亲身实践，深切体会乡村茶产业的魅力与潜力，为推动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

益的参考。

调研非遗文化如何助推乡村经济发展

实践团前往景色宜人的游芳冲村，旨在了解并

感受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编工艺的独特魅

力。在非遗传承人和村支书的热情介绍与耐心指导

下，实践团成员知悉了竹编工艺的历史、种类和特

点，并亲自动手，体验了竹编制作的部分环节。

从选材、切割、编织到成品，每一个步骤都充

满挑战和乐趣。在体验过程中，实践团成员还

与当地的竹编艺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艺人们

不仅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心得和技艺传承的故

事，还就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传承和发展竹编

工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团队成员也与非遗传承人共



同探讨传承和发展竹编工艺的有效途径，为非遗文化助力乡村经济振兴出谋划策。

当天下午，团队成员跟随村支书一同参观了游芳冲村集体经济茶厂。在参观

过程中，团队成员了解到游芳冲村茶厂在推动

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承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他们

不仅注重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还积极推广茶文

化，组织茶艺表演

和品茶活动，吸引

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和了解茶文化。同时，茶厂还与

当地的竹编工艺品厂合作，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

色的茶礼盒和竹编茶具套装，获得了市场的广泛好评。

游芳冲村之行给实践团成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文化体验和学习机会。相信在

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持续关注和支持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让这些珍贵的

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探究特色农业，助力新型农业发展

怀华寺村的蓝莓园吸引了实践团的目光。

他们开启了前往怀华寺村蓝莓园的调研之行。

此次活动旨在深度洞悉当地蓝莓种植业的现

状，特别是种植户在引进并发展蓝莓产业过程

中所遭遇的挑战与创新举措。

实践团还重点调研了蓝莓园内智能化机械化设备的应用情况。这些先进的设

备，包括自动滴灌系统和智能蜂鸣器等，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蓝莓的灌溉效率和病

虫害防治能力，还有效减少了人力资源的投入，

实现了农业生产的精准化和高效化。种植户们

纷纷表示，这些智能化设备的引入，为蓝莓产

业带来了质的飞跃。在调研过程中，实践队成

员还与种植户就蓝莓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展

开了深入的探讨。双方一致认为，随着科技的

不断进步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蓝莓产业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此次调研

活动不仅加深了实践队成员对蓝莓种植业的认识，更为他们提供了一次珍贵的实



践机遇。

探索经济发展，传递温暖爱心

在太安村，实践团深入了解该村的经济发展模式、扶贫项目的实施成效以及

产业生产的现状，同时，也为当地的留守儿童送去温暖与关怀。

抵达太安村后，实践队成员首先与

村干部及村民代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详细询问并探讨了该村在经济发展、扶

贫攻坚等方面的具体举措与成效。在关

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践队成员还为当

地孩子们精心准备了一堂生动的自护教

育课，讲授了校园内外交通、消防安全等知识。课堂上，成员们通过图文并茂的

讲解、现场演示以及互动问答等形式，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了自我

保护的基本技能。此外，实践队还组织了一系列趣味十足的游戏环节，让孩子们

在玩乐中进一步巩固了所学知识。活动尾

声，实践队成员为每位参与的孩子送上了

精心准备的礼物，寄托了他们对孩子们健

康成长的美好祝福。此次太安村之行，不

仅让实践队成员深入了解了乡村经济发

展的现状与挑战，更让他们体会到了关爱

留守儿童、传递社会正能量的重要意义。

至此，实践团圆满完成了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为期一周的实践，既是对

红色文化的追思，也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践行。成员们在知识与汗水的浸润

中收获成长与感悟，他们将以更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步伐，继续投身乡村振兴，

用实际行动谱写新时代青年的精彩华章！

通讯员：王乾、谢玲玲、崔行坤、符泽、刘彩霞、朱翊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