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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团〔2022〕16号 

 

各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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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

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学校“双一流”建

设和“三全育人”综合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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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念听党话、跟党走，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学校

决定开展 2022 年暑期社会实践。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实践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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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民族 誓作前锋 

二、参与人员 

全体在校师生 

三、开展时间 

2022 年 6 月-9 月 

四、组织形式 

（一）基本原则 

1.不组织开展大规模、大范围人员聚集性社会实践。 

2.留校学生以学校驻地为主，在家学生以家乡为主，按照当

地疫情防控措施要求，在自觉做好防护的基础上开展社会实践。

不得在中、高风险地区（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风险地区动态调

整结果为准）和境外组织开展社会实践。 

3.鉴于疫情形势复杂多变，夏季易发自然灾害等实际情况，

鼓励开展线上社会实践，积极探索“互联网+实践”模式。 

（二）组织申报 

各单位应本着自愿报名的原则，鼓励并指导学生围绕党的二

十大、建团 100 周年的重要历史契机，聚焦乡村振兴主战场，将

《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一书作为社会实践的行动指南和生动

教材，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

教育，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以“返家乡”为主要形式开展广

泛深入的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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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对所指导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过程管理，每支社会实

践团队应至少有 1 名指导老师。对于确需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的

社会实践，指导老师必须全程指导。 

五、实践选题 

（一）专项实践 

1.“理论宣讲普及”专项。紧紧围绕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精心设计开展有内涵、有人气的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活动，组织引导

青年学生深入基层一线，以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学生寄语、给青

年学生回信精神、《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等为主要内容，将理

论学习与社会实践贯通起来，将深刻性和生动性统一起来，通过

面对面、小范围、互动式宣讲，讲透创新理论、讲好发展成就、

讲清形势任务、讲明发展前景。 

2.“党史学习教育”专项。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把庆祝建党百年激发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热情传

递下去，学习宣传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依托各地

红色资源，开展重走红色足迹、追溯红色记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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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引导青年学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3.“助力乡村振兴”专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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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帮助和引导青年学生紧紧围绕“国之

大者”深刻领会感悟为什么要推进乡村振兴、如何推进乡村振兴

等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动青年学生了解认知乡村，特别

是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具体名单详见附件）的乡村

发展状况，积极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广泛实施教育关爱、爱心医疗、科技支农、基层社会治理、生态

文明建设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帮助发展乡村产业，改善基础设施，

美化乡村环境，提升乡风文明，促进乡村公共服务，讲好乡村振

兴故事。 

4.“发展成就观察”专项。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中国大地为课堂，以疫

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脱贫攻坚历史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定性成就等为现实教材，组织青年学生在社会观察、国情考察、

基层治理参与、特色产业调研、学习体验中了解国情社情民情，

感受祖国发展变化，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引导青年

学生深刻领悟党的领导、领袖领航、制度优势、人民力量的关键

作用，形成正确认识，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投身强国

伟业。 

5.“共话民族团结”专项。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

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组

织新疆籍、西藏籍大学生开展“民族团结我践行”社会实践，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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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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青年学生通过实地调研和观察，深入了解

民族团结现状，充分感知民族地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好

民族团结的宣传者、示范者和践行者，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6.“推动双城建设”专项。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重大战略决策，组织广大学生参与重庆主城都市区“五座城”建

设、长江上游生态大保护、巴蜀文化传承等主题活动，通过挂职

锻炼、企业实践、社区服务、创新创业、调研献策等形式，为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青春智慧和青年力量。 

7.“寻访家乡校友”专项。鼓励广大学生通过访谈、座谈、

参观、视频等形式寻访家乡校友，聆听校友求学经历、工作经验

和人生感悟，形成人物传记、剧本、微电影、调研报告等作品，

传承“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校训精神。 

8.“投身‘互联网+’大赛”专项。鼓励广大学生积极开展创

新创业实践、“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实践、大型赛事志愿服务实

践，培养家国情怀，提高青年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

业能力，弘扬“敢闯会创”的奋斗精神。 

（二）自选活动 

重点围绕理论宣讲普及、国情社情观察、教育关爱服务、文

化艺术服务、科学普及实践、美丽中国实践、爱心医疗服务、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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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特色实践、创新创业实践、网络主题实践等方面，结合国家政

策、社会热点、个人经历、文献资料及已有基础等，开展具有可

行性及实践价值的其他选题项目。 

六、活动安排 

（一）发动报名阶段（即日起至 6 月 23 日）。各单位广泛

宣传动员，鼓励和引导广大学生参与暑期社会实践，指导学生在

第二课堂信息管理系统完成项目申报。 

（二）审核备案阶段（6月中下旬）。各单位审核报名材料，

确定立项团队或个人，并报学校备案。 

（三）遴选资助阶段（6 月中下旬）。学校根据各单位报名

团队数量、项目质量和学生数量，确定校级重点团队和资助金额。 

（四）行前培训阶段（6 月下旬至 7 月初）。全体实践成员

参与学校组织的系列社会实践行前培训，做好暑期社会实践的各

项准备工作。 

（五）活动实施阶段（7 月至 8 月）。各实践团队或个人，

严格按照当地疫情防控措施要求，在自觉做好安全保障的基础上，

开展社会实践。 

（六）总结表彰阶段（9 月）。学校组织开展暑期社会实践

总结、表彰工作，并推荐参评省市级、国家级相关表彰。 

（七）宣传推广阶段（10 月至 12 月）。各单位通过总结分

享会、实践成果展等形式，对实践过程中涌现出的优秀典型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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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例进行宣传推广，扩大社会实践的影响力。 

七、项目管理 

（一）项目申报与立项 

1.团队或个人下载并填写申报表（附件 1），于 2022 年 6 月

23日 12:00前，将相关申报材料提交至指导单位进行审核；于 6

月 23日 18:00前，在第二课堂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申报，提交申报

表（加盖公章）、安全承诺书（手写签名版）扫描件。 

根据团中央工作安排，所有社会实践团队须在“中青校园”

APP完成团队报备，具体报备流程见附件 6。 

2.各单位根据立项申报情况，自行组织内部立项评审、确定

拟推荐校级重点团队 0-3支。请将《重庆大学 2022年暑期社会实

践立项汇总表》（其中，拟推荐校级重点团队按照推荐优先级由

高至低排序）电子版及盖章扫描件以“单位名称-社会实践立项

汇总”进行命名，拟推荐校级重点团队申报表电子版及盖章扫描

件以“单位名称-团队名称”进行命名，于 6月 24日 17:00前通

过 在 线 表 单 进 行 提 交 ， 表 单 链 接 为

https://cquqingxie.mike-x.com/3s8eK。 

3. 团队或个人如需开具介绍信，请下载并填写暑期社会实

践 介绍信（附件 5），于 6月 26日 20:00前将文件以“单位名称

-团队/个人名称-团队/个人联系方式”进行命名，通过在线表单

提交，表单链接为 https://cquqingxie.mike-x.com/4cLhn。校

https://cquqingxie.mike-x.com/3s8eK
https://cquqingxie.mike-x.com/4cL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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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进行审核并加盖公章，审核通过后的团队或个人请于 6月 30

日 9:00-18:00，凭介绍信领取凭证码到 A区学生活动中心 A13办

公室扫码登记后领取。 

（二）项目配套支持 

针对校级重点团队，学校根据申报材料、结合各单位总体申

报情况，最终确立校级重点团队名单，并给予每支校级重点团队

一定的经费支持。 

（三）项目结项与评选 

社会实践结束后，实践团队按照相关通知要求提交结项和评

优材料，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拟设立重庆大学 2022 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组织单位、优秀

团队、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若干。表现优秀的团队或个人，优

先推荐省市级、国家级表彰。 

八、活动要求 

（一）加强安全保障，指导实践实施。 

各单位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加强社会实践安全保障，

做好防疫安全工作预案和安全培训教育，并结合专业实际和学科

特点，做好社会实践指导。 

（二）做好动员部署，汇聚多方资源。 

各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常态化防疫下制定社会实践实施

方案，创新实践育人载体和形式，努力发动更多的专业教师和优



- 9 -   

秀校友参与到社会实践。 

（三）聚焦实践主题，彰显青春风采。 

各单位要做好社会实践的信息报送和宣传报道，聚焦实践主

题，积极发挥大众媒体作用，扩大宣传覆盖面，进一步展示实践

实效、彰显青春风采。 

（四）深化实践内涵，推动成果转化。 

各单位要做好社会实践的各项总结表彰工作，积极参与各级

各类评选，并通过报告会、分享会等形式，深化实践内涵，推动

实践成果参加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挑战杯”“互联网+”等竞

赛，参与团中央“镜头中的三下乡”“千校千项”网络展示活动

等校外评优活动。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龙老师、张同学，联系电话：023-65106763、

13906340263。QQ 频道：青志重大，QQ 频道号：i5ijvt5ga0。 

本年度暑期社会实践依托 QQ 频道功能进行交流答疑，请扫

描下方二维码，或在 QQ 搜索加入“青志重大”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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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重庆大学 2022 年暑期社会实践申报表 

2.重庆大学 2022 年暑期社会实践安全承诺书 

3.重庆大学 2022 年暑期社会实践立项汇总表 

4.重庆大学 2022 年暑期社会实践第二课堂系统使用说明 

5.重庆大学 2022 年暑期社会实践专用介绍信 

6.2022 年“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团队报备流程 

7.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名单 

 

 

共青团重庆大学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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