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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5_A4_A7_E5_c25_20295.htm 这次社会实践的时间

为七天，参加队员有六名。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我们主要开

展了四项较大的活动，下面我就简要的进行一下汇报。 一、

“放飞孩子的梦想，托起明天的太阳” 主题班会。 在班会上

，我主持的专题叫“美丽照片，精彩北京”，做这个活动我

的初衷是想借照片展示给没到过北京的山村孩子们一个感性

的认识，那些照片都是我去下乡之前亲自到北京各大景点拍

摄的（包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

念碑、故宫、新华门、中央电视塔、中华世纪坛、中国农业

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我的这个专题在班会上是

第一部分。当我给孩子们一张张地做讲解的时候，孩子们那

种渴望知识的眼神深深的打动着我、震撼着我，勤奋、刻苦

、努力、上进是在场的每一个孩子都具备的，从他们那双充

满求知欲的眼睛里，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 和孩子们一起

的几个小时里，我过得快乐而充实，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童

年，当学生代表给我们佩带红领巾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

激动的程度不比我第一次带红领巾的时候差；当孩子们用洪

亮的声音唱着《好一朵茉莉花》时，我不知为什么，也许是

一种冲动。我的眼睛开始模糊了，我想我真的是被他们感动

了，被他们的纯真、活泼、朴实感动了。 在这些孩子的身上

，我真正体会到了“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让我感觉到我的做法是对的，如果这次活动能增强他们对

未来美好的憧憬，那我们的这个活动就算是成功了！ 我们的



这次活动得到了当地领导、老师、同学的一致好评。其实我

们的活动时间是有所改变的，不是严格按照计划的。计划是

到达的第二天开展这个主题班会的，但我们到达的那天已经

是晚上六点了，食宿问题还没有安排妥当，所以第二天开展

活动的条件根本不具备，我们就马上开会，一致通过决定第

三天再做。实际证明，我们的调整很正确，主题班会因为准

备的充分，所以开的很成功。这也告诉了我们在以后的工作

中，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计划是很必要的。 二、走访农

民，寻找科技带头人。 为了尽快了解旧堡村，我们第二天一

大早就和村干部进行了座谈，座谈会的地点就在村委会，形

式很简单，但内容却很充实。 村干部介绍说：“旧堡村共一

万三千亩耕地，二十六眼机井，平均三、四亩地就有一眼井

，不算缺水。种植的主要作物是玉米，其他还种一些蔬菜，

象豆角，西红柿什么的。养殖业也不算发达，正处在刚刚起

步的阶段，还没有形成什么规模，主要品种比较单一，就猪

、牛、鸡等传统品种，特种养殖还没有。” 我是农大东区学

机械的学生，这次下乡的目的有一个就是调查一下农业机械

在农村的普及程度和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机械。但当我问到这

个问题时，村干部很干脆的回答：“我们村根本不存在农业

机械化，一切农活全部由农民手工去做，完全是原始的东西

，不存在什么机械化。”当时我真的很惊讶，问他们为什么

不用一些机械代替人来做这些重复性很强有很繁重的工作时

，他们是这样回答的：“如果都机械化了，那不就有更多的

剩余劳动力了？”我想农民他们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也许他

们就是这么认识的，我们的任务是来调查的，在短短的几天

里，我们不可能改变他们的思想，就没有在往下追问。 于是



我就转换话题，说：“在现在的这种耕作过程中，有没有哪

种工作是农民认为比较繁重的，希望由机械代替的？”村干

部想了想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玉米杆被收割后，剩余

的部分，一部分在地里，一部分在地上，农民处理起来比较

费劲，现在全凭农民用锄头一棵一棵的往出挖，又费时又费

力。希望能有一种机器代劳。” 我个人认为，市场上应当有

这种机器，只不过当地的信息不是很丰富。打算回来在网上

或者从别的渠道帮农民们找找，如果真的没有的卖，那下次

学校再举办创新大赛，我就做这个机器了。 其他的队员也就

他们自己的专业问了些问题，例如，学法律的就比较关心农

业的法规政策等问题，像税费改革什么的；学化肥的就问的

是作物的一些疾病。在他们问的时候，我就仔细地听，然后

认真地作笔记，我想虽然这些跟我的专业不相关，但是多知

道一些总没有坏处。 座谈大概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们对旧堡

的总体情况有了个整体的认识，但光听村干部讲，是绝对不

能完全了解的，所以我们决定下午亲自到农民家里去看一看

。 吃过午饭，我们来到一家养羊的专业户，它是全村开始养

羊较早的一家，直到今年已经5年了。我们去的那天是下午，

正好他丈夫赶着羊群去放羊了，家中只有女主人和3岁的小女

儿在，15岁的大女儿今年开学上初二，放假去学校补课了。 

她家养羊的数目是全村最多的，现在有70只大羊，30只小羊

，最多的时候有140只呢；总共有8亩半地，除了七分种的是

胡萝卜，其余种的都是玉米，每年收获的胡萝卜和玉米都用

来喂羊，但据她所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定量的

放牧。虽然国家现在正在实施“退耕还林”政策，明令禁止

放牧，但如果不放牧，只让羊吃饲料是根本吃不起的，起早



贪黑的干上一年，说不定还会赔上一、两千呢，所以他们不

得不偷着放。 她家有一只母羊的肚子右侧偏下的地方有一软

的疙瘩，是去年冬天发现的，请兽医来看过，做过一次手术

，打开后疙瘩里边是小肠，没敢动，又给缝上了，其间，这

只母羊还生育了小羊，这个疙瘩也没有遗传给小羊，小羊现

在很健康。为了赶在他们放羊之前看到那只母羊，第二天我

们起了个大早，对他们家进行了回访，并给那只羊拍了照，

打算回来向学校的有关专家教授请教一下。 为了节约时间，

我们制定了十六字的访问过程，即“赠送资料、说明来意、

了解情况、记录问题”。有了明确的过程，我们访问起来，

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接下来，我们又走访了另一家以养羊为

主业的养殖户，与上一家相比显得正规了许多，有专门的羊

舍，而不是简单的羊圈，羊的品种也很统一小尾寒羊。 他家

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规模，是因为他贷了20万元的款，也是

全村一次性贷款贷的最多的。当我们问起对贷款风险的看法

时，他是这样回答的：“只要你把所贷的款都投到项目上去

，然后一心一意的去干，一般是不会赔的，就是赔了，像你

建的羊舍，买的羊，也足够还贷款的，其实风险是很小的，

重要的是你认真去对待。”他还很诚实的告诉我们，在贷款

方面，除了要把项目计划认认真真做好，凭关系，找路子，

也是很重要的。 在养羊的过程中，他遇到了许多实际问题。

一是饲料的贮藏，今年他花了9000元建了一个贮藏饲料的大

坑，但是到现在一直不敢用，因为还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

如果这贮藏大坑设计的不合适，贮藏的饲料到冬天就会腐烂

，贮藏的饲料腐烂了是一笔不小的损失，羊又不能不喂，还

要去买饲料，这时的饲料是很贵的，所以里外里就亏了许多



，所以一直不敢投入使用；二是农民或者说是养殖户急需贮

存青杆和黄杆所能获得的营养价值的具体数据表，要是有了

这样的表，农民就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青贮还是黄贮

了，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三是市场上没有一种可以专

门用来喂养羊的饲料，要是有这么一种羊饲料，农民们也就

不用贮存饲料了；四是农民已经有了作胚胎移植的愿望，但

苦于没有技术，如果有哪位教授有研究这方面的可以与他们

合作，他们愿意提供羊等基本材料，实验成功后的具体事宜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商量。其实，这个农民的这种思想已经是

“公司 农户”的最新的经营模式的雏形了。看来，有些农民

的思想已经很先进了。 就这样，那天我们走访了3家，在后

来的几天里，我们又走访了13家，这次共走访了16家。收获

真的不小，常常被有思想、有远见、有决策的农民所感动，

更被他们的勤劳、朴实的品质所折服。 三、建立“中国农业

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旧堡农业科技服务站”，与当地进行长

期合作。 建立这个服务站的目的或者说是初衷就是使我们农

大的学生与农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充分了解农民的需求，在

我们的学习当中，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有所侧重，真正做到

学有所用，这样，我们学习起来就更有动力了； 同时，农民

也能得到真正的实惠，首先，我们所提供的资料、信息都是

免费的，没有经济利益在其中，也就不存在什么欺骗，不像

有些种子公司卖假种子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却不顾辛苦一年

而颗粒无收的农民，我们不会；其次，是长期合作，农民可

以随时把遇到的比较棘手的问题通过服务站告诉我们，要是

我们能解决、有把握的东西，会毫无保留的告诉农民，如果

我们解决不了，或者把握不大，我们也会负责的告诉农民，



让他们先等等，我们会替他们去请教学校里专家、教授们。 

毕竟，我们是全国重点大学，是全国最棒的农业大学，拥有

农业方面的权威人士，相信他们也肯定愿意帮助农民的。我

们愿意起一个桥梁作用，一个窗口作用，让农民和教授见上

面、说上话。我们的教授们也许会从这些问题当中，得到些

灵感，说不定有更多的新科技成果诞生呢！学生、农民、教

授三方面都受益的一件事情通过建立一个农业科技服务站就

能实现，而受益多少就要看日后服务站的运作情况了。让我

们共同努力吧！ 这次建站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

制定“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旧堡农业科技服务站”

管理制度的暂行办法； 2、经过走访农户，对农民进行了解

，确定农业科技服务站站长以及旧堡村科技带头人； 3、 向

农业科技服务站捐赠图书、光盘等资料，其中部分留在服务

站作为保存本； 4、由于怕耽误农民的时间，我们决定为农

民送书到家，加强对服务站的宣传。 四、农事实习。说起来

是很简单的活，就是给玉米地锄草。 不过这可是我长这么大

以来第一次干这种活。一开始不会锄，乱锄一气，草没锄掉

几棵，手上倒磨出了几个泡，后来慢慢的掌握技巧了，也锄

的快多了，不一会我就把一垄锄完了。玉米地里不透气，很

热，我这才亲身体会到了农民们的不容易，作为农大的学生

应该给农民办点实事，更坚定了我把农业科技服务站建下去

的决心。 以上是我对主要活动进行的简要介绍，其中穿插了

一些感想，下面我要对整个活动谈一些感受： 1、“团队精

神、共同合作”在工作当中的重要性。 每个人对每件事的看

法不会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处理事情有分歧是很正常的，但

随着大家相互的逐渐了解，分歧会慢慢减少，工作开展也会



越来越顺利。只有大家的思想统一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工作才能顺利出色的完成。 2、宣传工作和前期准备

工作在整个工作中的重要性。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

句话都被人说烂了，可只有经历以后才能体会到它的真正含

义。你要开展一项活动，如果宣传工作做的不到位，没有人

来参加，活动怎么能开展下去呢？即使你准备的再充分再也

白搭，给谁看呢？如果你前期准备的不够充分，观众或者说

参与者一多，你准备的不够充分，肯定就会手忙脚乱，更别

提发挥水平了。 从这次活动中，我充分认识到准备工作是一

切工作的前提，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有可能出色的完成任

务。 3、我觉得做一件事情只要你努力了，用心去做了，不

管结果怎样都是成功的！ 这次的社会实践我的收获很大，感

受也很多，以上只是一部分，请老师给予批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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