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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行者”团队连续 7年帮扶小乡村

这节野乡土味冶十足的大思政课引导学生投身乡村振兴

野乡行者冶为何而来
来了能做什么

“我们团队名字里就有‘乡

村振兴’4个字，我先通俗地讲讲
什么是‘乡村振兴’，让大家明白

此行的意义。”8月 12日上午，在
麻园村游客服务中心二楼会议

室，团队指导教师、安徽建筑大

学艺术学院教师张时来和学生

们开了一场“动员会”。

“团队里也有同学出身农

村，你们应该知道，产业是帮老

百姓增收的根本。一产为农业，

如种植，养殖；二产是加工制造

业，比如加工山上的茶叶，或是

将挖出的笋干变为笋制品；三产

是服务业，如餐饮、住宿、景区、

文创等。”张时来说，产业振兴就

是帮助农村找到适合的产业结

构，像大家所在的江村，青壮年

外出打工，村庄空心化严重，就

适合“三产促一产”或“一二三产

联动发展”，通过旅游业来反哺

和带动农产品等销售和品牌推

广。

张时来和同学们回忆，2017
年，团队刚来麻园村时，村庄破

败，房屋结构、颜色各异，道路不

通畅，更别提文旅项目规划。团

队走访了全村 50 多户人家，调
整道路和文旅规划，帮助开展村

庄环境整治。2018年，安徽建筑
大学在该村建立大学生实践基

地，师生对村庄内部重点建筑和

室内进行改造设计，规划艺术培

训中心、儿童乐园、书屋等场所，

让学生在实践中进行毕业设计。

这些年，“乡行者”团队将发

展蓝图绘到底。2019年，团队帮
助美化后的村庄招商引资，建设

“宿心园”民宿集群，当地文旅产

业迈上新台阶。2020 年至 2024
年，通过“乡行者”团队直接、间

接帮扶，当地村民增收 80多万
元，受益农户 50多户，平均每年
增加村集体收入 17万元。

伴随着他的讲述，同学们渐

渐入神，此时他接上先前的话

题：“产业振兴了，很多人不会离

开村子，也就有了人才振兴。当

村庄‘流量’扩大，可以进一步挖

掘地方文化、提升环境以及治理

和管理模式，也就对应着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

随后进行小组分工，英语专

业 2022 级学生杨耀举手提问：
“老师，我是学英语的，不是建筑

相关专业，我能做什么？”

“你能为特产和产品做翻译

啊！”张时来答道。

听到同学们的哄笑，张时来

解释说：“你们有没有听过安徽提

出的‘大黄山’全域旅游概念？其

中强调皖南‘两山一湖’（黄山、九

华山、太平湖）黄金旅游线，我们

所在的麻园村距离新建的九华山

高铁站 10分钟车程，未来一定会
有更多外国游客到此消费，做好

国际传播非常重要。”

“村庄如果没有文化，就没有

灵魂，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也是

为了讲好乡村的文化故事。当下，

国家实施和美乡村建设示范点工

作，也和我们的使命不谋而合。同

学们，学好课本知识重要，也一定

要及时了解相关政策啊！”会议最

后，张时来补充说，大家不是来走

马观花、摆拍打卡的，要依托专业

知识，帮助地方实现提升，带动老

百姓生活水平提高。

在乡土实践中体会
农村发展尧乡村振兴

分完组，同学们分头工作。

“我们为盆景和奇石起名，并

搭配古诗词，制作视觉产品图

片，嵌入庭院、茶几、客厅等场景

下，也借此机会让更多人认识九

华山和周围特产。”在创业者江

启国家的院子里，工业设计专业

学生丁聪额前刘海被汗水打湿，

他拿着卷尺、笔、笔记本、电脑等

工具，记录盆景和奇石的尺寸、

来源、类型等信息，方便后期图

片制作和电商宣传视频剪辑。

“如果用爬山进程来形容乡

村发展，麻园村好比行进到了半

山腰。”这是他第二次参加社会

实践。7月，他跟随团队前往安徽
池州市贵池区元四村，对返乡投

资茶叶产业的创业青年印象深

刻。他感慨，所学知识并不仅限

于本专业，有用的知识都可以投

入乡村发展。未来，他想为家乡

安徽淮南寿县的乡村发展出一

份力———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

设计理念结合，创新农产品包装

设计，提高产品市场认可度。

丁聪的身旁，是正在录音的

杨耀。杨耀负责将小组拍摄的创

业者采访内容翻译成英文，并录

制英文音频。这项任务需要扎实

的语言基础和流畅的语言表达

能力。“我发现自己在翻译专业

术语和表达方面还有待提高，有

时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导致翻

译不准确。”

为了克服难题，他积极查阅

资料，向受访者请教。同时，为了

保证户外录音质量，他会与受访

者先沟通，请他们尽量保持平静

的语速和清晰的发音。他还制定

了详细的工作计划表，并利用碎

片化的时间进行翻译，以保证工

作进度。“我看到了农村美丽风

光，也感受到了百姓的辛勤劳

作。乡村振兴的进程，不仅是物

质条件的改善，更是精神文明的

提升。”

风景园林专硕研一学生马

翊萌在本科阶段并未涉及乡村

领域知识，对于农村的了解仅限

于新闻报道。本次社会实践，她

负责带小组进行乡村景观风貌

提升。看到荒废闲置的民房，村

里几乎找不到年轻人，她心里愈

发感觉酸涩。

户外测量时，她和小伙伴负

责的地块长约 74米，宽约 25米，
涉及 5栋民宅。她记得指导老师
说过，这里未来要设计改造成徽

派景观，规划精品民宿群、草坪、

露营地、油菜花地，游客打卡拍照

时，九华山的云雾缭绕与精品民

宿群相映成趣。同时，景观提升要

以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

为出发点，尊重当地的建筑风格、

形式，不是一味推倒、重建。

为此，他们仔细测绘记录民

宅、步道、菜园、围墙的尺寸，以

便于后续使用 SU建模、PS绘制
效果图和鸟瞰图。“我们运用植

物选取搭配、景观节点设计、园

林建筑设计等所学知识，进行建

筑外立面、宅旁绿化及步道提

升。这一处未来可以作为提升示

范区域，当全村风貌改造完成，

就能够吸引更多游客。”

天气炎热，村民们送上凉开

水、纸巾和草帽，让学生们十分

感动。

马翊萌还观察到，村民开始

注重文娱生活，这给了她新的启

发，结合农村文化设计公园和广

场，使之成为村民休闲的场所、

文化宣讲的基地。

扎根乡土的野大思政课冶
正影响更多人

在团青阳县委安排下，团队

了解当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

文化创意、电商直播等重点工

作，增强体验感。“在短视频和新

媒体方面下功夫，积累客源和口

碑”“晚上散步时没地方去，希望

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能否

在各村开通前往九华山景区的

接驳班车”……学生们还和当地

村民、村干部座谈，畅想文旅发

展。安徽省团校教师陈海平向团

队学生开展《新时代中国青年健

康成长的正确道路》“行走的思

政课”微宣讲。

“从与村民座谈到村庄景观

实地测绘，从电商宣传帮扶到提

供全方位系统化综合技术服务，

本次活动参与学生多学科、跨专

业，实现‘老带新’组队合作，为地

方乡村振兴建设出谋划策，为和

美乡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随队

指导的安徽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师张中感慨，活动通过实

地走访、亲身体验、志愿服务等方

式，让社会活动成为思政课“课

堂”，让生活实践成为思政课“课

本”，让学生在知行合一中更好地

理解理论、掌握专业知识。

这节“知行合一”的大思政

课，潜移默化影响了参与者和受

助者。

江启国的儿子江盛出生于

2000年，曾在部队服役，后因公
负伤退役，陷入迷茫和焦虑。

2019年，江启国结束在青阳县城
开服装店的创业历程，回到麻园

村的家中售卖盆景，那一年，安

徽建筑大学“乡行者”团队为他

规划园林，把猪圈改造为盆景展

示长廊。当年，恰逢进出城便捷

道路修通，他增收了 10万元。
大学生来家帮忙，让江盛感

受到不一样的青春力量，聊天

时，他被师生扎根乡村的故事感

染，立志努力学习。后来，他考入

安徽建筑大学会计学专业。每次

懈怠时，同学和老师给予他动力

和奋斗方向。“我也要像母校师

生一样，把有限的生命和力量投

入到乡村振兴和国家建设中

去。”8月 13日，在家中备考研究
生的江盛对记者说。

2021年 8月，该校环境设计
专业大三学生罗应才跟随“乡行

者”团队来到这里，测绘、设计门

窗，打造院落装饰“景观带”。他的

家乡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农

村，高中时每逢暑期，都有大学生

志愿者对民房进行设计改造，这

让他对自己的专业充满向往。

罗应才说，在麻园村的实践

是自己学生生涯的浓墨一笔，他

认识到，设计不是闭门造车。“实

际项目中有很多细节需要设计

师反复推敲琢磨，如风土人情、

特产文化等。广袤的乡村空间能

带给人无限的设计灵感。”

2022年毕业时，罗应才面临
工作、生活等多方面压力，结合

实战经验，他决定带着梦想拼一

把，开始了新媒体和电商创业旅

程。“从大山里一步步走出，克服

困难和迷茫，我感谢奋斗的自

己。我也关注家乡金寨红色旅游

的发展，未来，我要帮助家乡特

产拓宽电商销售渠道，提高乡亲

们的收入。”

在安徽建筑大学党委书记

马文革看来，学校利用暑期社会

实践、思政课实践教学、红色文

化研学等活动，创新“知识传授+
服务能力提升+价值引领”一体
化特色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不

断延伸拓展思政课堂教学“半

径”，引导学生扎根中国大地了

解国情民情，推动行走的大思政

课不断走深走实。

8月 13日，团安徽省委书记
陈明生到麻园村调研并看望“乡

行者”师生，他感慨，本硕学生跨

专业、跨学科合作，将乡村调研、

毕业设计、微改造等紧密结合，并

将思政引领工作贯穿实践全过

程，是社会实践的新模式。青年学

生在基层一线经风雨、见世面、长

才干，也是成长成才路上的“必

修课”。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在安徽池州市青阳县朱备镇袁九华山后山脚下有一处名为野江村冶的小村庄遥 不同于社会学
家费孝通笔下的野江村冶袁这里很是野名不见经传冶遥 8月 12日午后袁三两村民在街边话着

家常袁零星的农家乐尧饭庄迎接着游客的到来遥
沿小路步行 10余分钟袁行至名为野麻园冶的村民组袁这里更不为外人所熟知遥300余名常住人口

中袁中老年劳动力不到 50人袁其余大多数为妇女和儿童袁略显凋敝遥 不过袁7年来袁每到盛夏袁这里
的村口便会热闹起来袁一群统一着装的安徽建筑大学野乡行者冶团队师生来此开展社会实践袁为村
落涂抹亮色遥

该校 30多位老师尧近 300名学生曾勘踏此处袁从一桥一石一瓦地进行改造和环境治理袁到引
进精品民宿尧提升乡风文明尧进行村镇规划袁再到帮助返乡创业者打造电商平台袁他们真正将论文
写在祖国大地上遥

今夏袁来自安徽建筑大学城乡规划尧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尧消防工程尧工业设计尧风景园林尧建筑
学等专业的 20名本尧硕学生如约而至袁他们在专业课教师和思政课教师带领下袁在景观提升尧电商
宣传尧调研报告撰写等工作中体悟基层发展袁了解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袁共上一节野乡土味冶十足的
大思政课遥

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