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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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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的社会实践活动已经结束了，但社会实践给我们带来的
巨大影响却远没有结束。我们怀着同样的梦想参加了假期的
社会活动,在活动中我们体会快乐,在活动中我们汲取更多的
知识，在活动中我们深入人们内部,倾听大家的声音。参加假
期的“三下乡”，我真的感到很荣幸。虽然是短短的三天，
却是与在学校里有截然不同的体会，感触颇深，我们通过社
会调研的形式进行了此次活动。

我们拜访了阿陀村的干部，因为不擅长与人沟通，一开始我
们都很紧张，气氛难免有些尴尬，但令我们开心的是，他们
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有时候还会为我们着想，让我们想问
什么问就好了，很是热情，体现了淳朴的民风，渐渐我们也
就放开了，感觉像是跟和蔼的长辈聊天。他们告诉我们，十
八大的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科学提法，为
昌乐广大农民描绘了美好的宏伟蓝图。随着学习和理解的深
入，党的十八大精神进社区、进企业，更进入了农家，成了
他们实实在在能感受到的政策，他们围坐在一起，用朴实的
言语，共话小康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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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实践单位：土木工程系代表队



时间：2012年6月25号共2天

实践地点：南塘镇劳田村

为响应市委“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共青团赣州市委、赣州市学联组织开展“赣州市大中专
学生2012年暑期“三下乡”投身“送政策、送温暖、送服
务”工作协助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社会实践活动活动的有关
精神，进一步增强青年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推进学校一
体化育人体系的建立，进一步引导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有
机结合，充分体现我校的优良传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献出
大学生应有的一份力量。

6月22日上午，学院在办公楼一楼会议室举行2012年大学生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出征授旗仪式，学院领导高怀世、徐有
华、胡堪东出席仪式，各系（部）党支部书记，学工处、保
卫处、团委等部门负责同志及参加暑期社会实践的9个代表队
代表参加了仪式。通过此次会议让我们明确了此三下乡活动
的精神、意义及任务。

6月25日-6月26日，25日上午我们队共6人由其中一名负责老
师曾老师带领，今日整理好行装出发了，虽说有些耽搁但终
究在11点左右到达了南塘镇镇政府，镇干部温书记热情的招
待了我们，温书记在接待室大概的讲说了劳田村的一些基本
情况及大致了解了一下我们的探访对象。上午因无法联系到
去劳田村的交通工具时间又接近晌午了，便安排我们在食堂
就餐午后在行下乡活动。在此要感谢当地政府部门的热情接
待和积极配合之意。下午，我们小靠了一会便启程走访红军
遗属、老党员困难户、贫困学生住处、小学、中学、养老院、
共产党员创业示范基地等。我们在温书记和曾老师的带领下
来到劳田村“三送”办事处于当地村干部交谈会合以便走访。
走访中听到了老一辈对我们的期望，看到了农村上学的艰苦、
老者有后代来看望的笑容和农村蓬勃向上的发展。与小学、
中学领导进行交谈听取他们对我院此次活动的意见和建议以



便改善，毕竟我院还是第一次举行此类活动。

26日上午我们走访了最后一站南塘中学后，便整理行装回家
回校了。此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任务也算圆满完
成了。

通过此次教学实践活动，带领大学生走进基层、走入农村，
为基层带去文化知识，丰富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学生
的知识水平与学习能力，充分发挥我校学科优势，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全面深入开展科技服务等相关实践活动。同时也
为大学生了解农村体验生活增长见识提供平台。把当代大学
生与群众紧密结合起来，让大学生走出校门融入社会了结国
情，充分展现新一代大学生服务社会的青春本色。

述写人：王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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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的夕阳下，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在一座小平房门前，站着一位身形单薄的阿婆，阿婆手里牵
着七八岁的小男孩;他们沿着长长的的影子的方向注视着下山
的村道，从那弯曲而又坑洼的村道上，时不时会传来几声笑
声回荡在原本宁静的小山谷里，阿婆和小男孩也会随着回荡
在山谷里的笑声一块微笑。不久，村道上的人走远了，小山
谷里恢复了原来的宁静;阿婆原本微笑的脸上多了几分不舍;
突如其来的宁静，让小男孩似乎有点接受不了，小男孩便把
头伸埋进阿婆的怀里，眼角上不知何时泛起了泪花。

在村道的尽头，是我和我们系服务队的小伙伴们集合的地点。
我们在辅导员斌哥的带领下刚刚完成了这期暑假“三下乡暑
期实践”活动。而刚刚目送我们离开的是们这次下乡的重点
服务对象--留守儿童吴梓光，在我们系服务队成立之初，梓
光就是我们在上罗村的重点辅导对象了。我们基本上一个月



会有一到两次的机会见面;但是这次连续三天的接触更加深了
梓光与队员之间的感情。

回想起两天前的那个早晨，我和服务队的其他队员一齐打破
了暑假睡到十一点的“习惯”，统一早上在红棉楼门岗集中;
然后我们打着“绿色环保”的旗号，一路上顶着烈日，哼唱
着卓依婷的那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一路欢快得骑了将
近两个半小时的自行车，到达了我们在上罗村的集合地点。
在这我们的庄为朋队长为我们安排任务，老高在一边不紧不
慢的补充着，我和文杰师兄、海哥、小薇还有伟健借着队长
安排工作的时间差小憩一番。

从为朋的工作安排中，我得知，此次下乡我们的重点有两个
留守儿童需要我们去帮助。其中一个就是我曾今去帮忙辅导
过的——吴梓光。在我的印象中，梓光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小
男子汉，在我们的第一次会面，我们就很快地混得很熟了!而
另外一个留守儿童则相对要内向一点，年纪要比梓光大的女
孩，尤其不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据说老高曾花了2个月，外
加三四个师妹和借助小女孩周围的邻居才勉为其难的跟小女
孩沟通上。

梓光的家距离我们集合的地点还有一段距离，并且梓光家建
在一个小山的半腰上，我们骑自行车上去能够切身的领悟到
一个道理：下山容易上山难啊!

十五分钟的后，我们到达了梓光家里，但是我们却没有顺利
的见到梓光，因为梓光去找他的小伙伴玩去了;在阿婆的指引
之下，我们在200米开外的一个小院子里找到了梓光。当梓光
老远地看到我们时，就高兴飞奔过来，并呼喊着“大哥哥，
来看我了。大哥哥，来看我了。大哥哥，来看我了。”跑了
一阵子，又回过头来跟他的小伙伴们说“你们也一块过来玩
吧!”当梓光冲到我的跟前，就一把把我的大腿抱住，抬头用
他那特别美丽的眼睛望着我，并对我说“哥哥，你来了”。



看着他那无邪的笑容，听着他亲切的呼叫、感受着他抱着我
时那澎湃的心跳，突然间有一股无形的幸福感从天而降，让
我一下子无法从我大脑的词库中提取出任何词语来形容我此
时此刻的心境。

之后，我们就在梓光屋门口，或站着、或坐着陪梓光和阿婆
拉些家常。当我们讲到要跟梓光补习一下功课的时候，梓光
立马起身回屋，拿出作业本，就叫我们交他做题目。这让阿
婆很惊讶，这懒散了一个暑假的梓光终于开始勤奋了!脸上也
露出了微笑。我们小组的文杰师兄是广州本地人同时在客家
话上有一定的功底，所以在于阿婆的交流中，师兄是没有任
何语言障碍的。文杰师兄上也就顺利的跟阿婆拉起了家常。

下午，安静了好一阵子的童心终于开始萌动了。

方才咋书桌旁坐了不到十分钟的梓光就开始闹着要拉经常打
球的海哥玩弹珠。这还真的就难倒了我们在篮球场上生龙活
虎的海哥!谁叫人家七八岁的小孩重心低!

考虑到梓光马上就要上三年级了，我们在第二天就给梓光准
备了一份三年级的基础训练题，为梓光可以更好地接受三年
级的课程做了些前期准备。在我印相中，最难搞的就是如何
让梓光从加法的运算法则转换到乘法的运算法则。

下乡是时间过得既充实又欢快!

一转眼，我们就到了下乡的最后一天了，通过这两天对梓光
的辅导，梓光不但完全完成了他的暑期作业，还额外学习了
一些他还没有学到的东西!为梓光后期学习乘法奠定了一定的
基础;此外，梓光在这两天的积极表现得到了我们小组成员的
普遍好评。经服务队成员讨论决定给梓光赠送一些学习用品，
以示鼓励。同时文杰师兄还留意到阿婆在家里没有鞋穿，于
是我们在给梓光买文具的同时就给阿婆顺带买了一双拖鞋。
方便阿婆日后生活需要。



这次“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让我感触最大的是：我是一个
来自农村的孩子，我内心深处清楚的知道农村里的孩子缺少
的是什么。同时我也特别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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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8月，我们队（新城区三分队）在队长王寿江、副队长
翟xx的带领下参加了以“永远跟党走，青春献祖国”为主题
的社会实践。炎暑时节，我们冒着熊熊的烈日，参加了这一
年一度的大学生“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期间，
队长有效地组织我们参观了内蒙古农科院、呼市交通设计研
究院、呼市锅炉厂和公主府公园等科研单位、企业以及生态
园。

首先，第一站是内蒙古农科院，我们带着雀跃的心情，迈着
矫健的步伐，细细的观摩完农科院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枝，
都是那么栩栩骄生，生意盎然，显现出生命的活力和大自然
的魅力。一片片的玉米地株株生长茁壮，向日葵林更是繁茂
高大，土豆丛生长的密密麻麻，如今想起还是那样历历在目，
万类霜天竟自由的感觉油然而生。几乎好半天时间，我们与
树木花草为伴，沉浸在大自然旖旎的风光之中，久久不愿前
行。在万般不舍中，终于，我们悻悻的离开了农科院。

然后，我们又接着来到了呼市锅炉厂，生产锅炉在南方地区
虽说少见，但在酷暑严寒的北方地区，锅炉对现代化城市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看着锅炉厂里生产流水线上整齐划一，结
构严整、生机勃勃的生产景象，不有的是我们联想起社会的
不断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明天的生活会更加的
美好。我们始终坚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生产过
程的把关，技术上的突破无疑是我们工作和生产过程中应注
意的重点。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操作过程，都不能疏忽。
过程控制和技术操作的严密性越来越重要，使得管理者或生
产商对技术人员的工作要求越来越高。



最后一站，我们怀着收获的心情来到了呼市公主府公园。在
与美丽的景色相伴的同时，我们队今天的所见所闻进行系统
的回顾与理性的思考。夏日的午后，艳阳普照，大地蒸腾，
万物似在燃烧，又似在剧烈的颤抖，我们的心情从欢呼变得
沉闷，又渐渐的转为轻松。今天是不同寻常的一天，今天更
是难以忘怀的一天，今天有过无数精彩的瞬间，有过很多难
以企及的心灵感触。公园里的秀丽与优雅，万千花朵竞相开
放，树木丛生，生灵峥嵘有致，使人的心情无比的轻松自由，
思绪空前的清晰开阔，静待半晌，我们登上了归途的木筏，
各奔住所而去，就此为这次美好而神圣浩大的活动画上了完
美的句号。

活动结束后，我们感触良多。在丰收的喜悦之后，面面对着
眼前尚且存在的一幕幕场景，开始做这次活动报告。展现自
我，认识自我，提高自我，超越自我，紧密的围绕着“永远
跟党走，青春献祖国”这一伟大的主题，我们又一次深入而
又真切的培养了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历造了为社会做出贡
献，为明天铺好道路的指标。放眼明天，一切经在自己的掌
握，学习还在继续，实践也在慢慢的趋于真实化，三下乡活
动，仅是我们锻炼自己的平台，我们不能只拘泥于这些表面
的程序性工作，更应该切合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好
眼前的机会，多实践，才不负党和人民以及社会对我们的期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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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了解许多成功的闽商他们创业背后的故事。闽商作为中
国现代商业军的一朵奇葩，他们活跃在全国各地，特别是长
三角地区。他们具有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敢冒风险，敢拼会
赢;合群团结，豪爽义气;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精神。采访
时我们也能发现那些企业老总都非常的低调谦虚，才发现和
以前自己想象中的商人不一样，他们平易近人，朴素幽默。
他们都是白手起家，靠着朋帮朋，亲帮亲的带着出来打拼，
经历了重重困难，吃了许多苦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所以他们



很懂得珍惜和感恩。

暑期实践，让我们提前接触社会，它使我们在实践中了解社
会，在实践中巩固知识。然而倘若我们都等到快毕业的时候
才去锻炼自己，那恐怕真是要“毕业就失业”了。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提前认识社会的平台，它让我们
更广泛的拓展自己的知识，开阔视野。

这次在湖州我收获了很多，友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湖州实
践队队员、陈超姐姐、妙妃、小连、小郑还有其他地方实践
队的队员，大家彼此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一个月的工作得出的心得：凡事都要有恒心、细心和毅力也
是不可缺少的，那样才会到达成功的彼岸。兴趣是成功的保
障。这次的实践活动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它对我来说是一个
窗口和一个开始。一个窗口是：它让我走出了我的个人狭隘
空间，走向外部的世界;一个开始是：它让我开始新的生活，
新的思考，新的未来。

为期一个月的实践很快就结束了，湖州这个美丽的城市，那
令人怀念的中钢市场，还有市场里那群可爱的朋友就这样带
着许多的不舍和留恋我离开了，一个月的暑假，但也明白了
很多，自己还真的太稚嫩了。回到学校，还是要好好学习，
学好专业技能，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素质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