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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服务地区、人群 

主要聚焦中西部普通话普及率较低的民族地区、农村地

区，聚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较弱的学前儿童、中小

学生、青壮年劳动力、基层干部、留守妇女等人群。鼓励返

乡大中专学生在家乡所在地开展活动。 

二、活动志愿者 

全国各类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均可参加。 

要求：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遵守宪法、法律，

具有良好品行；热心公益事业，关心乡村建设发展；身体健

康，组织纪律性强；优先考虑同时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普通话标准的大中专学生。 

三、活动内容 

（一）开展“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相

关宣传教育活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迎接、学习、宣

传党的二十大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等，在实践地积极开展红

色诗文诵读、红色歌曲传唱、党史故事大家讲等相关语言文

化活动，广泛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引导当地群众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 

（二）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调研活动。通过发放问卷、

访谈、座谈等方式开展调研调查，摸清当地普通话普及情况，

重点人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学习状况和学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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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为推普助力乡村振兴提供相关参考数据。 

（三）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乡村中小学校、

幼儿园结对子，结合实践地实际情况，开设诵读、书法、篆

刻等语言文化“第二课堂”，面向青少年和学前儿童开展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宣传活动，服务民族地区、农村地区教

育质量提高。 

（四）开展“职业技能+普通话”培训。将普通话培训与

生产生活技能提升相结合，面向青壮年农牧民、农村电商人

员、旅游从业人员、基层干部等开展普通话培训，帮助其提

高就业致富、建设乡村所需的普通话应用能力。 

（五）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中华经典文化乡村行活

动。组织开展语言文化群众性展演活动；挖掘整理乡规民约、

地方戏曲、俗语民谣等，服务乡村语言文化资源建设；结合

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帮助提升乡村文化品位

及乡村人文素养。 

四、活动流程 

（一）团队申报（6月 30日前） 

拟参加团队填写申报表（见附件 1），经所在学校团委审

核推荐并加盖学校团委公章后，扫描文末二维码填写申报信

息、上传申报表电子版及扫描件。每所院校推荐团队不超过

5 支，每支团队建议 8—12 人（不包括指导教师）。 

（二）团队遴选（6月 30日至 7月 5日） 

根据申报表遴选实践团队。通过教育部网站、“创青春”

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微信公众号、“推广普通话”官方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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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等平台公布入选团队名单，并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联系

领队学生通知入选。入选团队须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前在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官方网站进行团队信息报备。 

（三）活动准备（7月 15日前） 

入选团队根据实践活动要求，细化实施方案，做好实践

相关准备。我司将委托江苏师范大学组织入选团队统一进行

线上培训，配发宣传资料、队旗、队服等物资。 

（四）活动开展（7月至 8月） 

实践团队依照“线上线下、返乡就便”的原则，发挥专

业优势和个人特长，灵活采取多种活动方式，扩大活动影响，

深化活动效果。活动期间，注意做好活动宣传。 

（五）总结表扬（9月至 11月） 

实践团队在实践活动结束后，认真开展活动总结，报送

总结报告（见附件 2）、图片、音视频等活动材料。广泛组织

专家咨询，根据团队实践活动实际情况，遴选 20%左右的优

秀团队予以表扬。 

五、有关要求 

（一）做好团队组建，确保安全底线 

各省级教育（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要积极发动本地区大

中专院校团委，做好团队遴选、推荐申报工作。各院校要对

参加活动的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密切关注疫情形势、天气变

化和自然地质条件，做好安全提醒和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与

处置；加强安全保障和过程管理，及时掌握、动态跟踪学生

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情况。坚守意识形态和安全稳定底线，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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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规组织开展各项社会实践。严格遵守属地疫情防控要求，

中、高风险地区不得组织开展集中性活动，低风险地区须在

条件允许下开展（疫情防控方案见附件 3）。 

（二）加强实践指导，合理制定方案 

我司组织实践团队参加统一线上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调

查问卷使用、学习资料内容和教学方法指导。各实践团队要

严格按照活动内容和培训要求，将推普活动与乡村振兴紧密

结合，根据活动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情况和乡村振兴

建设实际需求，制定合理的实践活动方案，保障实践活动的

质量和水平。将线下与线上相结合，因地制宜采取“云实践”

方式，利用新媒体平台开设“云课堂”“云调研”“云展览”

等。 

（三）注重宣传推广，增强活动实效 

各实践团队要注重活动宣传，发掘和宣传活动过程中涌

现的典型案例和事迹，充分利用多种宣传方式，加强宣传报

道。可将有代表性的图文、视频发至电子邮箱，带#推普助力

乡村振兴#话题词发布图文、短视频、直播等，同时@推广普

通话官方微博、@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 

联 系 人：宋成、耿宏莉 

联系电话：010-66097843、66097122 

电子邮箱：tuipuzhuanxi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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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全国大中专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申报表 

团队名称：                         申报学校： 

实践地点  实践时间  

指导教师  职务  联系电话  

领队学生  联系电话 （请确保准确无误） 联系邮箱  

团队 

人员 

构成 

（可增加） 

姓名 年级 性别 手机号码 专业 普通话水平等级 

     如：二级甲等 

      

      

实践 

活动 

方案 

 

指导 

教师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 

团委 

推荐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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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年“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全国大中专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总结报告（模板） 
要求：报告使用 PDF 文档（提交时另附 word 文档），文档命名为 XX 学校+“推普

助力乡村振兴”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总结报告。报告标题使用小二号

方正小标宋简体字体，正文使用三号仿宋国标字体，行距使用固定值 28 磅。全文字数控

制在 4000 字以内，可配图片，图片数量控制在 5—10 张。 

第一章 背景情况 

1.1 实践基本信息 

1.1.1 实践背景 

1.1.2 实践意义 

1.1.3 实践目标 

1.2 实践地点介绍 

1.2.1 实践地点基本情况 

1.2.2 实践地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1.2.3 实践地点普通话普及情况 

1.2.4 实践地普通话推广工作开展情况（当地政府、学校 

等开展普通话推广的相关工作、举措等） 

1.3 行程介绍 

第二章 实践结果 

2.1 行程完成情况 

2.2 针对实践目标完成情况 

2.3 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对策建议（结合实践地特点和实践活动） 

第三章 实践总结（按照实际情况，总结梳理实践成果及收获） 

附  录 实践团队成员信息（包括指导教师、团队成员信息，表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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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年“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全国大中专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疫情防控方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高等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五

版）》等有关规章制度，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适用范围 

线下开展 2022 年“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全国大中专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的团队。 

二、防控原则 

各参与高校共同负责落实整个活动过程的公共卫生和

安全保障措施，严格落实高校团委主管责任、带队老师主体

责任、实践队员自我管理责任。 

三、工作要求 

（一）实践前 

1.细化防控方案。团队全体师生应熟悉掌握当地防控要

求、医疗服务预案，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完善常态化疫情防

控方案，细化各项防控措施，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 

2.完善应急预案。团队活动开始前应与实践地点医疗机

构、疾控部门和公安机关等做好对接，健全疫情处置机制，

周密部署、联动高效做好应急预案，做到“点对点”“人对人”。 

3.做好防疫准备。团队成员应提前储备好口罩、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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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液、非接触式测温设备等防疫物资，指导教师应对团队

成员开展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宣传教育、个人防护与消毒知识

技能培训。 

（二）实践中 

1.关注疫情变化。及时关注实践地点所在辖区、全国其

他地区疫情形势变化，严格执行当地疫情防控有关要求，果

断采取处置措施。 

2.强化监测预警。团队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基础

上，严格实施师生健康监测、体温检测等措施，执行“日报

告”“零报告”制度。 

3.加强食宿管理。注意饮食卫生，就餐选择具有一定卫

生条件的场所。落实住宿环境卫生管理制度和消毒制度，垃

圾日产日清，并做好垃圾盛装容器的清洁消毒。 

（三）实践后 

1.做好信息摸查。实践过程中，全面摸查、准确掌握师

生健康状况、行程轨迹等信息。 

2.注重交通安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应主动配合进行

健康监测、防疫管理，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与同乘者

尽量保持距离，避免聚集。 

3.强化途中保护。随身携带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

口罩，注意卫生，做好防护。若身体出现疑似症状，应当主

动上报学校，及时就近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