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团发〔2025〕9号

研究生院团委、各学院团委：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及回信精神，聚焦乡村全

面振兴、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等国家战略，引领广大青

年在大思政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

硬本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现就2025年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安排如下：

一、实践主题

“科创乡村·青年实干”大思政实践

二、实践对象

全校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



三、实践内容

全校性开展“科创乡村·青年实干”三万行动主题实

践及乡村振兴青年先锋计划专项实践，引领万名学子深入

万村，在科技助农、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实践中厚植爱

农情怀、锤炼兴农本领，为农业强国建设挺膺担当。

（一）乡村振兴新质实践万里行

1.“天府粮仓”科技助农大实践

聚焦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以农业新质

生产力为引领，依托科技小院、科创团队，发挥专业特色

和“人工智能+”技术优势，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绿色发

展、产业发展、智慧农业打造等重点领域，开展科技创新

研究、良种良技推广、生态环保宣传等学术实践活动，为

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创新活力。

2.城乡融合万村大调研

结合城乡融合、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5周年等重要背景，

以川渝各县域乡村为重要切入点，围绕乡村人才振兴、产

业融合发展、数字乡村建设、基层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开展

有组织的调研实践，形成有质量的调研报告或资政建议，

助力写好“四个融合”大文章，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迈向更高水平。

（二）农业强国建设万村感悟行

1.“强农兴农”红色基因传承实践

结合校本红色文化传承，组织学生重走红色足迹、访

谈红色人物、挖掘红色故事、体悟红色文化，感受党的红



色精神伟力，形成有温度的实践故事、有理论深度的调研

报告、有感染力的视频作品等实践成果，在实践中传承弘

扬“川农大精神”，坚定强农兴农初心使命。

2.“强农之路”发展成就观察与理论宣讲实践

聚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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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大地为课堂，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定性成就和乡村振兴生动实践为现实教材，走乡村、

入基层，通过回访调研、入户宣讲、社会观察等形式，沉

浸式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讲透创新理论、讲好发展成就、

讲明发展前景，激发在农业强国建设中挺膺担当。

3.“兴农有我”劳动（耕读）教育协同实践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专

业特点，走入社会、乡村、企业，将“一正四强铸魂六器”

的劳动教育特色育人模式和“四耕五读”的蜀韵耕读育人

体系成果应用于各项社会实践中，进行专业实践、社会调

查、公益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三）青春筑梦实干兴乡万岗行

1.百名硕博青年实干建新功

选派全日制在读优秀硕博研究生深入基层各领域兼职

开展实岗锻炼、兼任基层团干部，结合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重大工程和项目攻关等，开展产业帮扶、特色优势资源开

发、基层治理、青年状况调研等实践锻炼，推动思政、学

术、实践深入融合，促进研究生学术创新和综合能力双向

提升。



2.万名学子返乡实践谱新篇

鼓励青年学生积极报名参加“返家乡”社会实践，结

合“返家乡”“逐梦扬帆”等相关要求，号召广大学子返

乡参与政务实践、岗位实习、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等实践，

将个人成长融入家乡发展，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砥砺品格。

3.学生资助政策乡村行

鼓励受助学生担任“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大使”，组建

学生资助宣传实践团队，走基层、到农村、入社区、回母

校，广泛宣传党和国家及学校的学生资助政策、让学生资

助政策走进千家万户，讲述自己或身边人的励志故事，调

研了解困难学生家庭的现实困难和实际需求，以实际行动

践行“受助、感恩、回馈”的资助育人理念，培养学生感

恩知恩、担当奉献精神，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四）乡村振兴青年先锋实践计划（地方专项）

按照“校地协同、项目对接、产教融合、青年参与”

工作理念，发布乡村振兴地方实践专项，通过“地方出题、

青年答题、真题真做”的“揭榜挂帅”形式开展实践，引

领学生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青年担当。（具体方案另行

通知）

四、实践方式

充分利用实践教学周和假期开展实践活动。

1.团队形式：鼓励本、硕、博跨专业、跨学院、跨高校

组队，团队成员为6-15人，实践时长不少于7天。（团队分

为校级重点团队、研究生重点团队、院级重点团队、一般



团队。校级重点团队和研究生重点团队由学院推荐，学校

组织相关部门遴选，院级重点团队由各学院结合实际择优

评选。）

2.个人形式：按照“返回家乡、就近就便”原则，积极

参与逐梦扬帆计划等返家乡实践，实践时长不少于7天。

3.实践材料提交

（1）团队申报：团队完成组队后完成平台注册（具体

操作见附件7《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实践操作指南》），同时

填写《2025年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汇总表》（附件1）。

（2）学院推荐：各团队向学院团委申报，学院择优推

荐重点团队（校级重点团队0-2个，研究生重点团队0-2个），

并填写《2025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重点团队申报表》（附

件2）。

（3）材料上报：请各学院于2025年6月10日18：00前

将所有附件打包（压缩包命名“XX学院2025年暑假社会实

践”）发送至校团委学生实践与志愿服务中心邮箱：

2902044585@qq.com。

五、项目资助

1.学院资助。校团委统一划拨2025年学生社会实践组织

经费2000-4000元/院（基础经费为2000元/院，获评2024年社

会实践先进单位的为3000元/院（已划拨）；根据2025年社

会实践开展情况给予不超过1000元/院的后续经费支持），

经费主要用于2025年寒暑假社会实践组织筹备、培训指导、



团队扶持、成果总结等，经费使用期限为2025年10月31日

前。

2.重点团队资助。全校重点支持100支社会实践重点团

队，并优先推荐国家级、省级重点团队。经费支持形式为

限额报销，立项后划拨基础经费1000元，后续根据重点团

队考核办法（附件4）对过程开展好、实践结果优的团队给

予相应后补助。（1）遴选不超过60支校级社会实践重点团

队，重点支持体现学院专业特色并符合实践通知要求的团

队，根据实践效果给予不超过2000元/队经费支持。（2）遴

选不超过20支研究生社会实践重点团队，重点支持研究生

担任队长的实践团队，根据实践效果给予不超过3000元/队

经费支持。（3）遴选不超过20支社会实践专项重点团队，

重点支持乡村振兴青年先锋实践计划专项实践团队，根据

实践效果给予不超过2000元/队经费支持。

3.学生自筹。其余经费可由同学通过合法合规赞助、学

院支持等方式筹集。

六、总结交流

1.2025年秋季学期开学后团队需提交社会实践项目报告

（附件3），学院对团队和个人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

在第二课堂成绩（社会实践版块）记分。

2.学校组织相关部门于2025年秋季学期开展社会实践集

体、个人和实践成果的总结展示。（具体细则另行通知）



七、实践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育人成效

社会实践是学校发挥实践育人功能重要载体，各学院

需充分认识组织开展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重要意义，切实加

强领导、狠抓落实，引导广大同学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

干、作贡献、强精神。

2.精心策划，提升活动实效

各学院需充分调动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加强指导培养、突出重点特色，推进实践过程资源共

享、优势整合，鼓励同学们在社会观察和调研的基础上撰

写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和心得总结，做好实践过程图片、视

频等成果留存。

3.加强管理，坚守安全底线

各学院要根据《四川农业大学2025年暑期社会实践温

馨提示》(附件6)要求加强实践团队管理和安全保障，提前

了解服务地自然条件等信息，做好突发事件应对预案和处

置。

4.积极宣传，扩大影响范围

充分利用“三下乡”官网、中国青年网、四川共青团、

四川农业大学团委、微观川农等媒体平台，做好实践团队

及个人的成果展示，深化我校学生社会实践的影响力。



附件：

1.2025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汇总表

2.2025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重点团队申报表

3.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实践项目（个人）报告格式参考

4.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实践校级重点团队考核办法

5.社会实践校外宣传媒体平台说明

6.四川农业大学2025年暑期社会实践温馨提示

7.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实践操作指南

校团委 研工部 学工部

教务处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农业大学团委办公室 2025年5月23日印发



附件1

2025
学院(公章): 个人参与社会实践人数：

序号
团队

名称

实践

主题

团队

类别
实践地

实践

天数

研究生

人数

负责人

姓名

负责人

学号

负责人

电话

指导

教师

指导教

师职称

实践内容

(300字内)

团队

级别

注：团队人数不含指导教师，电子版交EXCEL格式

实践主题根据团队实践方向自行选择相应主题

团队类别依据负责人确定，全部本科生参与即为本科生团队，研究生为负责人即为研究生团队，本科生为负责人、有研究生参与的

为本科生+研究生团队

校级重点团队、研究生重点团队学院各推荐0-2个，院级重点团队名额不限制，学院提交时以推荐校级重点团队(按推荐顺序排序)、
研究生重点团队(按推荐顺序排序)、院级重点团队、一般团队进行排列。



附件2

2025

一、项目基本信息

团队名称

团队类别 □研究生团队□本科生团队□研究生+本科生团队

申报类型 □研究生重点团队 □校级重点团队

实践主题 选择实践主题

实践地点

实践时间

团队人数 研究生人数

队长姓名 联系电话

指导教师 (限3名) 联系电话

二、团队成员信息

姓名 学院 学历 专业 联系方式

实践地单位地址、名称

与实践地单位取得联系 □是□否

实践地单位联系方式



二、团队概况

实践目的
及意义

(100字内)

实践内容
(300字内) 如何实施，包含团队实践类型、流程、内容等。

预期效果
(100字内)

实践亮点
(200字内)

安全保障
(100字内)

指导老师

意见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院团委意见
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 )
姓名 学院

学号 班级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活动名称

实践主题概述(200字以内)

实践过程回顾(800字以内)



实践成果总结(500字以内)

团队成员感悟(1000字以内)

实践单位意见：

单位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各校级重点团队：

为进一步加强重点团队管理与激励，引导各团队扎实有效

开展各项实践工作，促进团队在生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

作贡献、强精神，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主体

2025年社会实践校级重点团队、研究生重点团队

二、考核标准

1.有效开展：严守安全底线，把握学科优势，实践主题突

出，按照申报书规划内容完成实践，实践时长不少于10天；

2.成果有效：至少完成1项高水平成果如优质调研报告、

高水平实践论文、政策建议、成果展示册等；

3.宣传有力：至少发表A类报道1篇或B类报道2篇，至少

向校团委提供简报、照片、实践视频等高质量宣传素材各1份；

4.社会认可度高：获实践单位或服务地相关部门认可。

三、考核流程

团队按要求完成实践并提交结项表，学校将对重点团队

实践过程、实践成效及总结材料等进行综合评价考核，考核

通过则在基础支持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别增发后补助。



2025
所属学院（盖章）：

团队名称：

开展实践时间：

团队人数：

团队负责人：

联系方式：

一、实践概述及亮点成效（不超过300字）

二、主要新闻链接（不超过5条）

媒体 题目 链接

中 国 青

年报

《厚植“三农”情怀赋

能乡村振兴》

http://cpc.people.com.cn/n

1/2022/0819/c444418-

32506353.html

三、实践成果简介（优质调研报告、高水平实践论文等）

（具体成果附后）



四、开展活动照片

（3-5张代表性非合照，每张照片大小不低于1M不超过3M，

原图以图注命名附件提交）：

图注

图注

图注

五、官方开具的表扬信，成果采纳证明等

图注



附件5

A类媒体：被学校网站“媒体聚焦”采纳报道。

B类媒体：除A类及C类媒体。

C类媒体：不认可媒体

1.会员制投稿网站：当代大学生网、大学生校内网等注册

会员投稿网站，以及部分主要媒体的百家号发布报道。

2.论坛制网站：熊孩子社区、青云平台等即时投稿即时

采用网站。

3.停止运营或假冒网站：雨后初晴中文网(停运)、中国大

学生网(假冒网站)等停止运营或假冒网站。

4.个人平台：个人公众号、微博等媒体平台。



附件6

各位同学：暑期社会实践即将启动，请大家提高自我防范

意识，原则上不接受外来资金支持，若确实需要，需经指导老

师同意并报学院团委审查报备后使用。随时保持通讯畅通，团

队负责人原则上每日向指导老师汇报实践进展，出现紧急情况

第一时间向指导老师汇报。注意人身安全、交通安全、饮食安

全、财产安全，提前熟悉实践地周围环境，关注天气变化，防

范雨雪、山体滑坡等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谨防各类诈骗，不

轻易透露自己及家人身份、银行卡信息，更不要向陌生账户汇

款、转账。遇事及时拨打相关紧急救援电话，不参与“断卡”

与“跑分”违法行为。注重实践成效，拒绝摆拍作秀、“打卡

式”实践，善用各类新媒体平台展现实践风采。公共场合注意

言行，不做任何有损害学校声誉的行为。

各位指导老师：请加强学生安全教育，熟悉实践计划安排，

及时掌握学生动态，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处理并依规上报学

院和学校。加强全过程、全方位管理，在实践选题、实施过程、

总结凝练等环节强化指导，严把日志、报告等成果质量，确保

实践活动高质高效完成。

各学院：请做好安全应急预案、外出活动审批备案、《安

全责任承诺书》签署存档以及出行安全教育和安全防范技能培

训等工作。严把实践选题、宣传报道、采访发言、成果展示等



内容关，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安全底线。注重挖掘学生实践中的

特色亮点，及时总结经验，加强宣传报道，提升实践影响力。

各类紧急救援联系方式

报警求助 110 火警 119

医疗救护 120 红十字急救 999

交通警察 122 气象查询 96121

水上遇险 12395 海上报警 95110

反诈中心 96110 森林火警 12119



附件7

一、信息获取

关注【川农实践志愿汇】微信公众号和家乡所在地的省、

地市、县区的团组织微信公众号，阅读“三下乡”“返家乡”

社会实践系列相关推文。

二、注册账号

步骤一：点击【川农实践志愿汇】微信公众号的“社会实

践”-“社会实践”栏目入口，获取登录链接，点击注册账号。



步骤二：按照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完成注册。

三、活动信息查询

完成注册后，在首页点击【社会实践】板块进入。



四、实践活动报名

1.“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报备

点击进入【团队报备】，填写团队基本实践信息，并邀请

指导老师、队员加入后完成报备。

注：报备开始时间为2025年6月1日

2.“返家乡”社会实践报名

点击进入【返家乡项目】，查询相关岗位信息，确认选择

合适的岗位后，填报并提交报名信息，等待审核和系统提示信

息，按信息指示开展后续实践活动。



3.“逐梦扬帆”岗位实践报名

点击【川农实践志愿汇】微信公众号的“社会实践”-

“逐梦扬帆”栏目入口，进入“天府青年云”小程序，并用手

机号登录。

点击进入【逐梦扬帆计划】板块，进入“我的”页面添加

个人简历、实习经历、就业简历（实习岗位选填）。



在“就业岗位”和“实习岗位”中查询相关岗位信息，确

认选择合适的岗位后，投递个人简历，等待审核和系统提示信

息，按信息指示开展后续实习实践活动。



五、记录实践

关注“川农实践志愿汇”微信公众号、“创青春”微信公

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将实践日记、体会制作成文案和短视

频，通过后台留言方式或@的方式参与投稿；及时与校院团

委、指导教师、朋辈同学等分享交流，向更多的同学老师宣传

展示自己的实践成果。

六、总结心得

做好实践总结思考，对实践中形成的优秀成果可以邀请指

导教师做进一步提升挖掘，转化成学术型实践成果或活动型实

践成果。积极参加各级团组织开展的总结交流活动以及“三下

乡”“返家乡”社会实践个人和团队评先推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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