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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新时期推进农科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必要性;论述了当前农科专业大学生开展社会

实践活动的四个基本要求。进而提出了推进农科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途径:校企合作,优势互补,保证活

动开展的可行性;面向“三农”,立足专业,发挥科学技术实效性;构建基地,打造品牌,增强社会实践长效性;继承

传统,开拓创新,不断开拓社会实践的新内容和新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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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中指出:各行各业

都要关心支持新农村建设,为新农村建设作出贡献。
要加大城市人才、智力资源对农村的支持,加大城市

科技、教育、医疗等方面对农民的服务。因此,新时

期大学生深入广大农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对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同时,社会实践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是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推进社会实践活动

也是高校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新时期推进农科专业大学生社
会实践活动的必要性

  1.涉农社会实践活动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重要形式

科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重要影响因

素,只有实现科技兴农、科技惠农,才能从根本上改

变“三农”的面貌。农科专业大学生具备服务于“三
农”的优势,是服务“三农”的重要力量来源。开展农

科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发挥大学生的聪

明才智,发挥农业科技的作用,促进新农村建设。
对于新农村建设,农科专业大学生在学科、专业

等方面更有优势,投身于新农村建设将成为他们科

学而合理的选择。首先,农科专业大学生有相当比

例来自农村,对”三农”有着与生俱来的特殊感情,与

其他高校的学生相比,他们熟悉农村,更能为新农村

建设建功立业。其次,农科专业大学生知识结构与

农业紧密相连,投身新农村建设可以很好地发挥他

们的专业特长,带领广大农民克服面临的困难和挑

战,大力发展集约农业、规模农业、生态农业,推动我

国的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第三,农科专业大

学生投身于新农村建设,其影响力将会大大超出这

一事情本身,不但会引导大量青年农民回到自己的

家园,开创自己的事业,而且还会吸引大量的城市资

本投入到农村,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城乡之间的良性

互动。

2.涉农社会实践活动是农业高校实践育人的重

要环节

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增强广大学生对社会的认

识,进一步巩固书本知识,促进对所学专业的认同,
拓展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广度和深度。社会实践与专

业学习能够相得益彰。
首先,涉农社会实践活动能够使大学生学会理

论联系实践,坚定学农信念。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广
大学生能够亲眼目睹我国基本的国情、农情、民情,
深刻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
一步明确农科大学生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增强学习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次,涉农社会实践活动能够

使大学生从自身学习成长与服务社会的切身体验中

明确成才目标。面向“三农”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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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大学生增进与农村劳动人民之间的感情,使自己

更好认识专业、融入专业,自觉运用专业知识服务于

农;同时,能够形成潜意识追踪优秀校友的成才足

迹,从实例中萌发职业感情。涉农社会实践活动体

现了我国农业高校人才培养的战略思想和发展趋

势,生动反映了高等农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

求,丰富了高校育人工作的形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和时代特征。

3.涉农社会实践活动是高校加强学生职业生涯

教育的有效途径

当前,大学生就业面临严峻考验,选拔优秀的大

学生到农村基层工作,既是对就业结构的扩充,也是

对农村科技力量和发展活力的改善。深入农村开展

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培养广大学生对“农”的朴实感

情,培养“爱农”“支农”的高尚情操,促进学生职业生

涯教育[1-2],激励更多的大学生投身农村,扎根农村。
目前,国内大学生职业生涯指导课程的内容体

系建设尚处在探索阶段。在实践指导中,由于学科

专业、学生需求、办学层次与水平等不同,学校要有

目的、有重点、有特色地设定项目,有针对性地开展

培训。对农业大学而言,要通过搭建的各类就业见

习、社会实践等平台,指导学生把践行职业生涯规划

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规划

步骤或目标,实现顺利就业或自主创业。

  二、当前农科专业大学生开展社会
实践活动的基本要求

  农科专业大学生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具有

服务“三农”所需要的基本能力,下乡开展社会实践

活动具有广阔的舞台。但是,大学生群体开展涉农

社会实践活动仍存在问题,如学历高,但社会知识缺

乏;专业理论知识丰富,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经

验缺乏;对社会实践的热情很高,但持续时间不

长[3]。加之农村条件有限,有些大学生对深入农村

开展实践活动有一定的畏难情绪。因此,组织农科

专业大学生深入农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要善于策

划,精心组织,克服困难,努力达到以下四个基本

要求。

1.社会实践要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大学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他们走进乡村,面对

考验,对自我的定位,对“三农”现实情况的了解,对
不同环境的适应,对各类问题的思考等都需要教育

引导。因此,学校要创造条件,解除大学生的后顾之

忧,使之自信、自觉地投入到实践中去。

2.社会实践要使“三农”受益

社会实践活动要以“服务”为主题。要使大学生

在服务中成长,而不能仅仅把“增长见识,增长才干”
作为社会实践的出发点,不能把社会实践活动局限

在“务虚”上,而脱离了农民朋友所期盼的“真实惠”,
防止偏离社会实践的主旨,丧失“三农”的热爱。对

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员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培

训,要求其必须至少在某一方面具有较扎实的服务

本领,具 备 能 吃 苦、讲 协 作、情 系“三 农”的 精 神

品质[4]。

3.社会实践切忌增加地方负担

要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要发挥农业知

识技能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深入农村需要较大额

度的经费开支,参与者的食宿和交通等费用往往成

为制约高校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瓶颈”。因

此,社会实践活动要厉行节约,不能增加农村基层单

位和农民的负担。社会实践活动组织者要拓新渠

道,竭力为参与者提供必要的条件。

4.社会实践要持续有效开展

解决农业中的问题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跟踪观

察,如解决农作物栽培、作物病虫害防治、畜禽水产

养殖疾病防控等问题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社会实践

不能回避这些问题,要做到即时问题现场解决,长时

效的问题跟踪解决,不能将社会实践活动限定在寒

暑假等极其有限的时段里[4]。

  三、推进农科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
活动的措施

  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社会的要求,也是

大学教育本身的需要。由于组织开展大学生涉农社

会实践活动存在着特殊要求,因此,要在继承优良传

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与实践,力争取得更好效

果。笔者结合华中农业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

组织与开展情况,提出了推进农科专业大学生社会

实践活动的四个方面举措。

1.校企合作,优势互补,保证活动开展的可行性

具备充足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是深入有效开展社

会实践活动的保障。在加大对社会实践的宣传、广
泛动员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同时,要进行人力、财
力、物力的筹集、整合和利用,探索活动组织的新模

式。校企合作作为推动社会实践活动的新举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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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大的生命力。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一直十分

注重发挥农科专业特色,不断深化校企合作,结合水

产相关问题,扎实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取得了实

效。企业主要为社会实践提供了三方面帮助:一是

提供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必要经费;二是参与

组织培训社会实践人员,提高知识运用能力;三是安

排企业人员参与社会实践,并为活动提供必要的物

资帮助。水产学院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华扬动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实现了合

作,主要取得了两方面的实效[5]。
一是校企合作实现了人员知识结构优势互补。

通过开展校企合作,社会实践活动人员不断充实,结
构不断优化,基本形成了以学校资源为主体,以企业

资源为补充,以专家教授为指导教师,博士、硕士、
本科各学历层次人员广泛参与的模式,充分满足

了社会实践活动对人员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的

要求。
二是校企合作实现了财、物资源共融。大学生

社会实践活动涉及人员多,活动范围广,各种开销较

大,完全由学校经费开支无疑存在较大局限性。因

此,在厉行节约、争取当地校友支持等传统做法的基

础上要不断创新社会实践形式。校企合作为解决社

会实践活动的资金问题提供了可行途径。在近几年

的社会实践中,水产学院大胆将企业“请进门”,把学

生“送出去”,由学院与企业共同安排学生社会实践

活动。这样既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场所和机

会,又解决了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经费问题。有的

企业还为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提供了大量农村实用

技术相关杂志书刊、仪器等,为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

更广泛的支持。

2.面向“三农”,立足专业,发挥科学技术实效性

找准切入点是社会实践活动取得实效的根本保

证。涉农社会实践活动要求紧密结合专业,力求更

好地服务于“三农”。随着我国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广大农民对学习掌握先进的农业实用技术的愿望更

加迫切。华中农业大学设有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水
产养殖、园林、园艺、林学、农学、植物保护、农业资源

与环境、农林经济管理等涉农或传统优势农科专业,
以及能够服务新农村建设的热门专业,如食品质量

与安全、法学、社会学等,这些专业的师资、科研技术

与条件为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支撑。学校一

直以来十分重视发挥专业特色组织开展大学生社会

实践活动。各学院根据学校的总体要求,立足专业,

充分利用已有的条件和力量,灵活多样开展社会实

践活动,广大参与者竭力为农民朋友解决实际问题。
近几年,学校广泛宣传动员,学生积极响应,社会实

践活动氛围浓郁,奔赴农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个

人或团队不断增加,活动涵盖“三农”的调查研究、实
用技术讲座、家禽畜疾病防治宣传、养殖技术服务、
饲料推广服务、食品安全与卫生、法律咨询等众多内

容。有的服务团队还向服务区域提供专业实用技术

书刊和影像制品等,把科技送到农民手中。实践反

馈证明,面向“三农”的社会实践活动真正让农民得

到了实惠,受到了农民朋友的热烈欢迎[6]。

3.构建基地,打造品牌,增强社会实践长效性

一是建立社会实践基地,探索长效运作模式。
建立社会实践基地是推动社会实践活动持续深入开

展的有效方式。建立基地后,社会实践活动积累不

断丰富,对区域交通状况、农业情况和地方风土人情

等有更多了解,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更易于体现

出针对性和时效性。目前,华中农业大学在外共建

立了近50个大学社会实践基地。学校与社会实践

基地保持密切往来,不断增进了解,相互信任,形成

了有求必应、跟踪服务的局面。
二是打造社会实践品牌,不断扩大活动影响力。

学校统一部署,各学院分别根据自身专业特点积极

推进,社会实践活动形成品牌。如水产学院结合水

产养殖专业品牌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以调查研究为

基础,以水产养殖专业技术咨询服务为重点,以特种

养殖实用技术讲座为亮点,树立示范团队和先进典

型,全方位提升社会实践水平。学校经过探索与实

践,已基本形成了长效机制,取得了累累硕果。2009
年,学校获得省级表彰,被授予湖北省大中专学生暑

假“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组织单位,28人获得

湖北省暑期“三下乡”活动先进个人,13个团队先后

被评为湖北省“三下乡”优秀服务团队。
三是紧跟时代发展要求,开辟网络服务阵地。

网络具备便捷、信息量大等特点,为普及农业知识提

供了广阔空间。网络可以持续开展各种技术服务,
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因此,学校积极在网络中推

出社会服务活动,建立专业网站,开设交互板块,普
及农业知识,接受技术咨询等,与下乡开展的社会实

践活动内容相结合,优势互补,增强社会实践的时效

性,扩大覆盖面。如学校开辟了服务社会主义新农

村主题网站、华中农业信息网、柑桔产业信息网、华
中蔬菜网等服务性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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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不断开拓社会实践的新

内容和新载体

一是结合时代使命。在实践中,结合抗震救灾、
西南地区抗旱节水和促进经济建设的时代使命,更
好地发挥青年人才在服务地方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

作用。二是结合专业特点。依托和利用专业优势,
确定一批重点服务队和服务项目,组织学生运用专

业技能分析社会现象,解决技术问题,从而激发青年

学生成长进步、奋发有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

性。三是结合地方实际。按照“按需设项,据项组

团,双向收益”的原则,切实针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实

际需要开展活动,着力为地方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
各项服务活动富有实效。四是结合创业就业。以校

内“创业计划”竞赛、全国“挑战杯”竞赛为契机,组织

优秀本科生深入社会生活生产第一线,在科研导师

的指导下进行课题研究,培养同学们的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组织广大学生深入厂矿企业围绕创业主

题开展活动,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创业教育和创业构

想活动,并围绕创业计划方案进行调研,让广大青年

学生“从创新走向创造,从创造走向创业”,切实推进

就业观念的转变,提高就业技能和水平。继续推行

“试就业”的社会实践活动形式,为大学生提供就业

实践的舞台,在实践中接受就业教育。

  四、结 语

为社会服务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发挥农科

优势为“三农”服务是农业高等院校不可推卸的责

任。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服务社会的一种重要形

式,对促进学生自身成长,全面提高大学生可持续发

展能力,对“三农”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

有着重要意义,研究推进农科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

活动既是现实的问题,也是永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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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toPromoteSocialPracticeofAgriculturalCollegeStudentsinNew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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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illustratesthenecessityofpromotingthesocialpraticeofagriculturalcollege
studentsinthenewera,discussesthefourbasicrequirementstocarryoutthesocialpracitcesandthen
putsforwardthefollowingwaystodoso:firstly,thecooperationbetweenthecollegesandenterprises
andcomplementingeachother'sadvantageswillguaranteethefeasibilityofsocialpractice;secondly,face
“agriculture,countrysideandfarmers”andcenteronspecialtiesandemphasizetheeffectivenessofsci-
enceandtechnology;thirdly,establishthebaseandbuildthebrandandstrengthenthelongevityofso-
cialpractice;finally,inheritthefinetraditionandmakeinnovationssoastoextendthenewcontentand
newcarrierofsocial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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