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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山东建筑大学 2018 年推荐团队 

实践立项申报书 

 

团队名称： “丝路援建，青年观察”助力山东对口援建海北州八周年赴青海国情社

情调研团                                                    

指导教师：                 吕振、阚乐乐                        

领队姓名：                   张瀚丞                            

联系方式：                17866618276                         

实践类别： 

□  理论普及宣讲团 

□  国情社情观察团 

□  依法治国宣讲团 

□√   科技支农帮扶团 

□  教育关爱服务团 

□  文化艺术服务团 

□  爱心医疗服务团  

□  美丽中国实践团 

 

共青团山东建筑大学委员会制 

2018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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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建筑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立项申报表 

推荐单位名称：交通工程学院      （团委盖章） 

团队名称 
“丝路援建，青年观察”助力山东对口援建海北州八周年赴青海

国情社情调研团 

团队组

成 

 姓名 专业班级 政治面貌 联系方式 

领队 张瀚丞 道桥 162 共青团员 17866618276 

主 

要 

成 

员 

胡扬 轨道 162 共青团员 17866618157 

尹利洋 道桥 162 共青团员 17866618513 

叶庆凡 2016级研 共青团员 18366185535 

张涛 2016级研 共青团员 18366185560 

毕飞 2016级研 共青团员 13589023199 

李凯旋 道桥 161 共青团员 17866618275 

贺忠良 交通 161 共青团员 17866605683   

指导老师 

姓 名 所在学院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吕振 交通工程学院 
学院团委书

记/讲师 
13626417996 

张瀚月 交通工程学院 
副科级辅导

员/讲师 
18654547009 

简报审核老师 

姓 名 所在学院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阚乐乐 交通工程学院 
团委辅导员/

助教 
13793112266 

是/否邀请学校领导 

邀请学校领导名单 姓 名 职 务 级 别 备 注 

     

服务地区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经费 

预算 

用途 单价 数量 小计 

车费    

日常药品 50 1 50 

条幅 80 2 160 

旗帜 50 3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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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14 10 140 

打印费 100 1 100 

合计    

社会实

践立意

及背景 

本项目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及山东对口援建海北州八周年为契机，

提高青年在“一带一路”国家援建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参与度、感受度和实

践度，引导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学习总书记讲话  做合格共青团员”的生

动实践之中。 

实践活动以“寻找援青感人事迹，描绘援青美好故事”为主题，通过

青年学生赴青海省海北州开展为期 15天的实践调研，对山东援青项目实地

调研，梳理山东对口援青，在助力海北产业发展、助力精准脱贫、助力生

态建设、助力民生事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通过对山东第三批援青干部

的访谈，寻找援青干部的感人事迹，使广大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了

解国情、认识社会、全面提高素质。 

结合本次实践调研数据与案例，最终形成科学严谨的实践调研项目报

告，为山东对口援建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创新点

与团队

特色 

创新点： 

本次实践以唱响“西部梦”、演绎“高原红”、架起“鲁青桥”、两地

“一家亲”为主线；在基础建设、产业发展、教育卫生、生态建设、人才

技术等方面，从“输血”与“造血”比较视角形成调研报告，助力精准援

建；同时，围绕山东对口援青典型案例，开展“牵手西部、梦圆青海——

寻找最美援青故事”调研活动。 

团队特色： 

多层次，即由不同专业背景的专业导师对实践队员进行前期的专业指

导，针对实践目的、创新点、有效路径、成果评价等开展实践活动； 

跨专业，由我院交通、法政、管理三个学院 7 大专业为主导，以专业

知识为依托，借助硕士研究生知识层面，深入挖掘援青好故事； 

多联合，联合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使实践活动能

够达到预期的长效性及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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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日

程安排

以及实

践内容 

一、具体实践安排： 

8月 3日：下午 14时，于山东建筑大学东门全员集合，实践团队全体

在校门前合影后统一乘车前往济南火车站，乘坐 17:57发车的 Z273次列车

前往西宁。 

8月 4日：下午 18:00，抵达西宁。随后乘坐长途汽车与当日到达海北

州相应实践地。新闻组更新新闻稿。 

8月 5日：上午，成员熟悉环境，稍事休整。下午，指导教师、团队

成员、当地领导共同举行社会实践启动仪式。明确任务、明确分工。晚上，

后勤组准备晚餐。晚餐后全体成员讨论实践内容。新闻组更新新闻稿。熄

灯前，至少由队长、副队长两人核实成员人数。并确保全体成员的身体健

康状况良好。 

8月 6日：上午、下午：集合队伍，检查人数。全体成员按照预定计

划及分工开展实践调研工作。新闻组分头跟踪，收集新闻资料。晚上：各

组成员交流收获，各组组长进行总结，并明确第二天任务。新闻组更新新

闻稿。熄灯前，至少由队长、副队长两人核实成员人数。并确保全体成员

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8月 7日、8月 8日、8 月 9日、8月 10日、8 月 11日、8月 12日、8

月 13日：安排同上。队长、副队长、各组组长每天交流团队调研进程。并

积极与指导教师沟通，安排好次日的调研任务。新闻组持续更新新闻稿。

每日至少统一检查两次人数。队长、副队长、密切照顾每名成员安全，并

注意观察身体、心理健康状况。 

8月 14日：上午、下午：按预案正常开展实践，活动进入收尾阶段。

团队成员处理、安排好相关事宜。晚上：总结交流实践收获。新闻组更新

新闻稿。全体成员整理行李。 

8月 15日：上午，全体集合，进行合影后离开实践地。晚上从海北州

返回西宁。 

8月 16日：乘坐 8:53于西宁站发车的 Z105次列车返回济南。 

8月 17日：上午 9:00实践团队抵达济南。10:30返回山东建筑大学举

行活动总结。 

二、实践内容： 

1、活动共分：唱响“西部梦”、演绎“高原红”、架起“鲁青桥”、两

地“一家亲”四个篇章。 

2、在基础建设、产业发展、教育卫生、生态建设、人才技术等方面，

选取 10个山东对口援建落地项目实地调研，整理一手调研材料，从“输血”

与“造血”比较视角形成调研报告，助力精准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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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牵手西部、梦圆青海——寻找最美援青故事”调研；通过电

话、互联网、实地走访等方式，访谈 20名援青干部；同时，注重收集整理

真实生动、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图片和视频等信息，形成“牵手西部、梦

圆青海——寻找最美援青故事”的影像日记。 

4、探访青海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的典型代表，分析调研对口援建战

略背景对于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青年创新创业、职业规划方面影响，形

成青年在对口援建中作用发挥与智力帮扶报告。 

 

安全保

障措施

及应急

处理方

案 

1、如遇到队员有轻微水土不服的（如高原反应），自行服药后症状并

无减轻者，由一名队员陪同前往医院就医。若出现队员大部分水土不服，

自行服药后症状并无减轻时，应启动应急预案，并停止实践活动，由其余

队员陪同前往医院就医。若全队出现严重呕吐，怀疑食物中毒时，应及时

启动应急预案，由领队向当地医疗求助，辅助全队就医，并报警。 

2、如出现有队员突发疾病重病，队中准备的药品无法解决时，应由一

名副队长及一到两名队员陪同，前往就医。 

3、若有队员外出与队伍失去联络，立即报告指导教师，组织队员分成

小队，在当地居民得带领之下，外出寻找；同时，应报警，寻求警方救援。 

4、其余未尽事宜，能自行解决时，则由队长、副队长、各组组长共同

视具体情况处理；如发生较为严重的突发情况，应及时向带队老师或当地

民警、医生或领导进行求助。 

5、实践队员应尊重当地民族风俗，避免产生误会与冲突。 

已完成

的工作

或已有

基础 

（详细） 

2015 年 11 月，山东建筑大学交通工程学院孔祥辉博士受山东省委组

织部的委派，参加了“山东高层次专家智力帮扶海北州”的活动，赴青海省

海北州交通运输局进行对口援建技术帮扶。 

2015 年 12 月，山东建筑大学交通工程学院与青海省海北州交通运输

局、青海省交通科学研究院，共同开展产学研战略合作，对口援建海北交

通运输转型升级。 

2016 年 10 月，山东建筑大学任瑞波教授研究团队研发的温拌技术首

次成功应用在青海省沥青路面施工中（低温施工），克服了高原环境温度低

不能进行沥青路面施工的技术难题，实现精准援建。 

2017年 8月 1日，山东建筑大学交通工程学院“青春交通，助力青海”

开展了为期 8 天海北州实践活动。此次社会实践活动，致力于解决山东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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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对象——海北州在交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分为五部分：“充分结

合专业优势，助力青海交通发展”；“走访牧民开展调研，充分了解社情民

意”；“参观爱国教育基地，学习先辈报国精神”；“开展校地两方交流，齐

绘校地发展鸿图”；“建立社会实践基地，实现帮扶星火相承”。 

同时，本次实践活动得到山东省援青干部管理组、青海省海北州交通

局等部门大力支持，活动前期材料收集与物资准备已经完成，相机、旗帜、

服装、日常药品以及调研所需的其他物资等。团队人员的挑选与人员的具

体分工已安排完毕。已经对团队人员开展专业培训和安全教育。 

实践可行性分析： 

1、山东对口援青，是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结缘八年，山海情深”，实施援

青项目 123 个，选派 61 名干部、723 名人才到海北州挂职锻炼，为本项目的开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2、2015 年，山东建筑大学交通工程学院与青海省海北州交通运输局、青海省交

通科学研究院共同开展产学研战略合作。因此实践地可以得到当地政府、科研机构的

大力支持。 

3、2016 年，我校交通工程学院 ATPL 型温拌技术首次成功应用在青海省沥青路面

施工中（低温施工），克服了高原环境温度低不能进行沥青路面施工的技术难题，以科

技项目为代表的技术援建项目，为实践团队提供了鲜活的专业素材。 

4、2017 年，我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到达海北州进行了为期 12 天的社会实践工

作，对当地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有助于项目的延续性。 

5、2017 年 8 月，山东建筑大学在海北州交通运输局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为实践开展提供了平台保障。 

实践预期目标及预期成果： 

1、完成《“精准扶贫”典型、经验与群众满意度调查报告——基于山东对口援建

海北州八周年》调研报告，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撑； 

2、开发山东对口援青“微信公众平台”或“专题网站”； 

3、整理山东援青项目和援青干部调研案例，拟出版《“牵手西部、梦圆青海”—

—最美援青故事》书籍。 

指导老

师意见 

 

          
指导老师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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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意见 

 

 

学院签章：               

年   月   日   

团委审

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未进行内容填写前，第五页团委审核意见为校团委意见签章处，此页无需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