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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我们改变自己
———聊城大学筑梦海洋服务团活动纪实

■通讯员 马克勇

每个小小的灵感都来源于小小的梦
想。 “我们一起去看海———筑梦海洋服务
团” 的成立就是一个个大学生梦想的结
晶。

让山里娃认识海洋

7月10日， 聊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大
学生走进临沂市沂水县高庄镇古坟坦小
学， 一台笔记本、 一群孩子， 大学生利
用视频、 图片、 绘画等多种形式向孩子
讲解海洋知识， 通过他们的讲解， 让孩
子能够以自己的视角去感受大海的魅力，
同时激起孩子对大海的向往。 在之后看
到一张张海洋污染、 捕杀巨鲸的照片时，
孩子们震惊了———美丽的海洋正被人类
的一些不法行为破坏， 孩子们决心去保
护海洋， 保护心中美丽的海洋天堂。 孩
子们告诉大学生， 虽然他们生活在山区，
并未见过海洋， 但是保护海洋之心决不
落后。 而孩子们的看海梦想也深深触动
了大学生， 决心尽微薄之力帮助他们圆
看海梦。

在现实中， 各种污染导致海洋逐渐失
去原有的蔚蓝与纯净。 海洋环境污染及海
洋生物生存环境被破坏的现象， 不仅需要
运用科学技术予以治理， 更需要呼吁人们
从源头上减少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的危
害。

聊城大学的大学生利用暑假， 开展
“我和大海有个约会———筑梦‘蓝丝带’
呵护蔚蓝志愿服务系列活动”， 通过成立
蔚蓝海洋保护志愿者协会， 招募大学生

“海洋卫士” 志愿者， 分别组织“绘海”、
“看海”、 “护海” 等主题公益活动， 并向
贫困家庭的孩子传授海洋知识， 带领他们
一起参与护海志愿行动， 对海洋、 沙滩进

行垃圾清理， 同时利用微博、 微信等新媒
体积极进行海洋保护宣传， 拍摄护海公益
宣传片。

牵手圆梦 约会“蔚蓝”

面对孩子对海洋的向往， 大学生的圆
梦行动在7月拉开序幕。 项目内容宣传、
志愿者招募、 贫困家庭孩子寻访， 大学生
的每一步行动都在帮孩子接近梦想。 7月
10日， 聊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蔚蓝海洋
保护志愿者协会一行二十余人携手首批贫
困家庭十余名儿童赴青岛圆孩子的看海
梦。 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 大学生与孩子
一起感受了大海的魅力， 踏着沙滩， 迎着
海风， 赤脚走在柔软的沙滩上， 捡贝壳、
捉螃蟹。 在沙滩上， 树起“多彩生命源于
海洋 蔚蓝海洋始于你我”、 “手拉手托
起护海之责 心连心弘扬海洋文化” 等宣
传牌， 同时向游客宣传海洋保护理念， 传
播海洋文化。 此外， 大学生与孩子还一起
清理了沙滩上的垃圾。

7月19日， 十余名大学生牵手9名来
自临沂、 聊城、 德州等地的贫困孩子， 来
到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 圆大山深处
孩子的看海梦。 在烟台海水浴场， 面朝大
海， 大学生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在海水中
嬉戏， 在岸边， 面向蔚蓝的大海， 他们共
绘美丽的海洋， 展现“我和大海有个约
会” 的绚丽画卷。

在威海国际海水浴场， 大学生再次圆
梦6名贫困家庭孩子的看海梦。 在 《威海
晚报》 的大力支持下， 6名孩子在甲午中
日战争120周年来临之际， 登上刘公岛，
参观甲午中日战争遗物和资料。 与此同
时， 12名大学生与来自沂蒙山区的5名山
里娃来到日照市万平口海水浴场， 开启

“我和大海有个约会———筑梦海洋” 项目
的第4站行动。

临沂、 青岛、 烟台、 威海、 日照， 这
是“我和大海有个约会———筑梦海洋服务
团” 项目活动的五站， 孩子们的梦想在公
益的力量下得以实现， 在参与活动的大学
生中， 也有很多是第一次见到大海， 孩子
的梦想也是大学生的梦想。 “或许我们的
力量很微小， 不足以改变世界， 但是从这
一刻我们改变自己， 下一秒就有可能改变
世界。” 大学生梅程程说道。

护川治海 停不下的脚步

百川归海， 保护海洋从保护河流做
起。 运河申遗之初， 大学生以放归千尾
鱼苗的形式庆祝申遗， 助力运河水生态
建设。 自7月初起， 聊城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蔚蓝海洋保护协会的队员分赴聊城、
临沂、 滨州等地开展护川治海保护宣传
活动， 在山东境内黄河、 沂河等河流两
岸宣传河流保护的重要性， 开展水质检
测、 调研， 形成数据清晰、 内容合理的
山东境内主要河流现状的调研报告。 8月
初， 大学生走进临沂市郯城县李庄镇花
园新城村， 在当地村委会的协助下为村
子里的孩子开设暑期七彩课堂， 在海洋
保护课上， 志愿者向孩子讲解海洋知识，
传播保护海洋的理念， 鼓励孩子们从小
事做起， 从保护身边的河流做起， 共同
呵护蔚蓝海洋。

海洋需要我们每个人的保护， 这是一
种责任， 也是一种义务。 护川治海的道路
还很远、 很长， 大学生坚定的脚步深深印
在一条责任与担当的道路上。

社会竞争日益激烈， 大学生的选择趋
于多元化， 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浪潮中， 谁
是最后的远航家， 谁的船能穿越风浪， 要
靠自己的实力。 通过一次次深入的社会实
践， 大学生成熟了许多， 昨天的空洞变得
真实， 昨天的空虚变得充实。

在 现 实
中， 各种污染
导致海洋逐渐
失去原有的蔚
蓝与纯净。 海
洋环境污染及
海洋生物生存
环境被破坏的
现象， 不仅需
要运用科学技
术予以治理，
更需要呼吁人
们从源头上减
少对海洋环境
造成污染的危
害。

守住内心成长的感动
■廖平

“经得起多少的泪水， 便能承受多大
的赞美。” 以前对这句话似懂非懂， 但湖
南农业大学工学院红袖章“三下乡” 实
践活动的开展， 便让笔者深深地体味到
这句话的含义。 成长中的赞美需要泪水
去浇灌， 正当青春年华， 即使受伤又有
何妨， 给自己一个机会， 你会被自己深深
地感动。

每日清晨6点准时起床， 简单地洗
漱、 早餐之后便是一天的工作。 日落西
山后， 还有长长的每日例会。 夜晚 10
点回到宿舍， 看似一天的工作已经完
成， 于笔者而言其实不然， 作为团队
宣传员还有一篇篇稿子在前方静静地
等待着， 学校、 学院、 团队的稿件压力
如同无形的重担压在身上， 让人喘不过
气。 往往在咖啡或是茶水的气味中开始
写稿， 陪伴我的是秒针转动的嘀答声。

完成一天的写作通常已是凌晨两三点
钟， 待冲完澡， 睡觉时间便只剩下3、 4
个小时。 活动刚开始的头两天斗志昂
扬， 慢慢地每天起床时心里总是憋着一
肚子火， 总想编造一个完美的理由请
假， 还好理智战胜了懒惰， 坚持到实地
调研结束。 虽说每次写完文章都要问自
己“哪根神经搭错选择了‘三下乡’”，
但抱怨归抱怨， “三下乡” 的岗位笔者
一直坚守到最后。

“三下乡” 实践活动结束后， 部门里
3个参加本次“三下乡” 的“战友” 都在
群里吐槽下乡生活仿佛被施了魔咒， 大
家都苦中作乐地说： “‘三下乡’ 经历真
难忘”， 句子后面跟了一个笑抽了的表
情。 而这时， 另一位“战友” 说了这样
一句话： “现在我们经受住“三下乡”
的写稿锻炼， 就不怕以后遇见各种的稿
件战役了！” 是啊， 人生没有免费的午
餐， 所有的荣誉都得自己全身心付出后

才能获得。
笔者在“三下乡” 期间除了下乡采

访、 写稿外， 还得制订青年志愿者协会
的工作计划与活动策划方案， 写、 写、
写， 曾一度累得想放弃， 多少个一个人
写作的夜晚看着眼前的文字想哭， 一遍
又一遍地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 最终，
对自己目标的守候让笔者捱过最艰苦的
时光。 付出汗水与泪水后， 收获满满的
成就感。 第一次知道自己还可以这样强
大， 深知从此不管遇到多少困难， 都会
用坚守化坚冰。

人生中的每一道坎都是成长的阶梯，
越过它便是一份收获。 赞美诱人， 但她
亲近的是懂她的人， 她爱的是能为她付
出一切的人。 都说风雨之后会有绚丽的
彩虹， 其实我想说———即使没有绚丽的
虹， 也有自己内心一份深深的感动。

（作者单位： 湖南农业大学）

【感悟】

村民修家电不花一分钱
———广西科技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送科技下乡

■通讯员 刘阳

早晨7点半， 广西科技大学2014年暑
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团， 免费电器维修
队队员罗二栏就提前来到了维修点， 开始
了一天的工作。 损坏的电磁炉经过清理、
拆卸、 检测、 换零件、 焊接等修理后， 又
可以使用了， 来不及休息的他又抓紧时间
开始修理另一台损坏的电风扇。 “因为送
来的损坏家电太多了， 不加班加点修理根
本修不完。” 罗二栏说。

同一时间， 家住忻城县红渡镇上山屯
的张阿姨抱着一台损坏的电视机， 从家里
出发经过十几里的山路赶到红渡小学的免
费电器维修点， 张阿姨见到维修队队员
说： “家里的电视坏了一个月， 在镇上修
不好， 最近农忙又没时间去县城， 正好赶
上你们来了， 麻烦你们帮我看看。” “放
心吧阿姨， 我们一定会尽力修好的， 您先
登记一下， 两天之后过来取就可以了。”
队员们热情地回答道。

这正是广西科技大学2014年暑期大
学生社会实践送科技下乡， 免费电器维修
服务的一个缩影。

科技下乡让群众受益

7月12日至21日， 广西科技大学2014
年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团深入广西来
宾市忻城县红渡镇和柳州市融安县潭头乡
各村屯开展“三下乡” 活动。

该校免费电器维修特色志愿服务社团
以社会实践活动为契机， 充分发挥理工科
的专业和技术优势， 深入乡村， 深入基
层， 送科技下乡， 为美丽乡村、 美丽中国
建设奉献绵薄之力。

免费电器维修队队长喻言老师介绍
道： “维修用的家电零件和工具都是我们
自己采购的， 村民不用花一分钱， 为的就
是能切实地为群众做实事， 做好事。”

免费维修获得信任

7月13日， 服务团到达忻城县红渡镇
后， 由12名具有维修特长的大学生和老
师组成科技维修服务队， 到附近乡村设点
和张贴海报， 把免费维修电器的信息广而
告之当地群众。

当日下午， 师生们便陆续收到乡民们
送来的电视、 电风扇、 微波炉等各种故障
家电并开始认真进行修理。

听说能免费把损坏的电器修好， 当地
群众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把家里放了几
十年又舍不得扔的坏电器送到了维修点，

“这台电风扇的出厂日期写的是1988年，

‘年龄’ 比我还大， 听送来的阿姨说坏了也
有近十年了， 不过还是被我们修好了。” 维
修队队员胡坤波自豪地说。 同时他也提到：

“在城里， 一般坏的家电大家都会扔掉买新
的， 以前不了解农村， 这次深深地了解到
了农村群众的节俭和淳朴， 我要向他们学
习， 做一个节俭的人。”

“这个坏电磁炉在家里床底下放了两
年， 修理费太贵， 又舍不得扔， 你们来帮
我修好， 还不收钱，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家住在雷洞村的李阿婆在村口领回修好的
电器时笑得合不拢嘴。 7月15日， 科技维
修队的队员还带着工具， 跋涉几十里的山
路深入红渡镇雷洞村进行维修， 经过一天
的奔波和紧张维修， 队员们进村入户修理
电器共53台。

据了解， 电器维修服务队在服务实践
活动期间， 共接收损坏电器206件， 截至
服务结束， 共为当地群众义务维修电器
165件， 总价值约三万余元。

发挥优势助力扶贫

与此同时， 为了响应自治区实施新一
轮扶贫开发攻坚工作， 在广西科技大学自
治区扶贫工作定点帮扶的融安县潭头乡，
另一队的免费家电维修队一行9人， 也在当
地开展免费家电维修活动， 服务队师生以
热情的态度、 娴熟的技术、 耐心的解答和
周到的服务， 为老百姓解决了实际问题，
在短短5天时间里， 共修理家电171件， 总
价值约两万余元， 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和好评。 近年来， 广西科技大学作为自治
区扶贫工作定点帮扶融安县的单位， 把扶
贫攻坚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密
结合， 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 发
挥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 以送科技下乡为
重点， 扶贫攻坚任务取得了较好成效。

“听说能免费修家电， 就把我家坏的电
饭锅送来了，没想到看到的是一帮学生娃在
修电器，开始还有点不相信他们能干得了这
修理工的活，最后真的修好了，这帮学生娃
真是好样的。”当地的农民王老伯高兴地说。

“这几天虽然辛苦一点， 但是能把在学
校学习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中， 还能帮
助农村的群众， 真的太有成就感了。” 乐观
的黎家永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们到农村来， 向农民学习， 在实践
中学习， 为农民服务， 做群众的贴心人，
为群众办实事。 社会实践让高校的师生真
正下到了基层， 体验了民生， 了解了民意，
这才是真的身体力行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该服务团团长陈克文说。

做一名最美河边人
———中国计量学院学子“五水共治”暑期行
■通讯员 涂欢 方亚男

再小的力量， 也是一种支持。 我们踏
遍浙江的大小河流， 我们走过街头巷尾，
我们要把保护水资源的青春微力量传递给
身边的每一个人。

释放青春微力量

2013年初， 针对浙江省多地环保局
长被“邀请” 下河游泳事件， 浙江以“重
整山河” 的雄心， 打响“五水共治” 的治
水攻坚战。 而在象牙塔里的我们也不禁为
这一举措拍手叫好。 在我们的脑海中都有
一条记忆中的河流， 小时候抑或是坐在小
河旁倾听河流的声音， 抑或是光着脚丫踏
水而歌……而今， 这一切都成为了回忆。
为了曾经的青山碧水， 作为大学生深深感
到应该为“五水共治” 尽一份绵薄之力。
虽然力量很小， 但是相信越来越多的微力
量的加入， 就会让青山碧水重现， 让心中
的河不再成为记忆。

在今年的暑假， 中国计量学院质量与
安全工程学院4个专业共计52名学生开展
浙江省“五水共治” 模式调研。 我们选取
了千岛湖、 慈溪、 龙游、 温州、 绍兴、 金
华这些位于浙江省东部、 南部、 西部、 北
部和中部共6个城市为调研地， 分别组成
水墨江南、 环五净水、 掌水一方等6支小
分队前往当地政府、 环保部门以及主要该
区域的河流和水库， 将“五水共治” 的实
施情况进行知识宣讲， 通过微博、 微信等
新媒体释放护水、 卫水微力量。

开展护水微行动

带着“美丽浙江水， 有我青春微力
量” 的心愿， 暑期实践活动于7月正式拉
开帷幕。 环五净水分队走进龙游寺下村，
队员们发现村里拆除了近5000平方米的
散养猪场， 村长说这是因为生猪排泄污染
物进入水体会导致污染， 所以村里决定忍
痛割爱放弃部分生猪养殖， 而对于继续经
营的则要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管理。

水江南小分队走访了慈溪市西华头村
和新城自来水厂。 西华头村村主任耐心地
向队员介绍了“河长制”、 “包田制度”
等一系列的问责制度， 而自来水厂厂长则
告诉队员该厂运用技术手段制定了不同的
用水政策， 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收费， 工

业用水实行口径制收费。
水墨江南小分队一行来到风景秀美的

千岛湖， 淳安县环保局五水共治指挥部的
工作人员细致地向队员介绍了限养区设立
在水源地500米之外， 当地政府成立农村
治污办综合治理生活污水， 严格执法船只
的泔水乱排现象等预防性治理举措。 通过
调研， 队员深深感到这青山绿水的保护需
要每个人的付出。

前去金华的叮咚分队调研了当地沙畈
水库， 水库管理站的工作人员细致地讲解
了将村庄连同村庄内的工厂从水源生态涵
养区内整体搬迁， 严格控制农药的使用，
生活污水的排放， 禁止从事一切可能污染
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使队员了解到很多新
的护水知识。

除此之外， 为期半个月的暑期实践中，
掌水一方、卫水行动等小分队在队员中选拔
了一批口才好的学生成立宣传队，在各地中
小学、社区街道、村里乡间进行“五水共治”
宣传、调研，普及河道、水环境保护知识，让
更多人自觉投入到保护行动中去。

传递环保微精神

历时整整半个月的暑期实践终于圆满
结束， 但是大学生对建设美丽浙江的支持
还在继续， 他们将暑期调研、 走访、 学习
的感悟整理成册， 通过新媒体与大家分享。
他们手牵手， 肩并肩， 谁累了， 大家一起
抢着干活； 谁病了， 众人一起照顾……太
多的“一起” 让人无法忘怀。 这就如同

“五水共治” 一般， 大学生深知作为一个学
生的努力很微小， 仅仅是一次广场上的环
保宣传， 仅仅行走在河边时捡起水边的一
个塑料袋， 仅仅是在游客向水中乱投时的
一次劝说。 “合抱之木， 生于毫末”， 他们
力量虽微但不弱， 他们希望用真挚的情感，
用一次微小的举动感染身边的人。

社会是最好的老师， 也是最好的大学。
走进“五水共治”，大学生看到“五水共治”治
出了碧波荡漾， 治出了民众环保意识觉醒，
治出了干部的勇担当、敢负责，治出了地方
经济转型升级，企业科学化管理，这是大学
生在象牙塔里不曾遇到的现象、在书本里不
曾有过的感受。 护水的道路任重而道远，大
学生希望凭借青春微力量， 传递环保微精
神，凝聚护水微力量，在建设美丽中国的道
路上做一名最美河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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