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组织参加 2024年“推普助力乡村振兴”

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

广力度”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和关于语言文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共

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定于 2024 年暑期继续开展“推普助力乡村振

兴”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学生为中国式现

代化贡献青春力量，现就组织我省大学生参加活动的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服务地区和人群

聚焦我省普通话普及率较低的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聚焦我

省 1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聚焦学前儿童、青少年学生、

青壮年劳动力、基层干部、留守妇女和老人等人群开展服务。鼓

励大学生返乡在家乡所在地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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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志愿者

省内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均可参加。

要求：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遵守宪法、法律，具有

良好品行；热心公益事业，关心乡村建设发展；身体健康，组织

纪律性强；优先考虑同时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普通话标准的学生。

三、活动内容

（一）推普实情调查

通过问卷、访谈、座谈等形式，对青少年、青壮年农民、教

师、基层干部等人群开展调研，了解当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

程度和质量情况，重点人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学习状

况和学习需求等。

（二）“普通话+职业技能”培训

将普通话培训与农村种养殖业、电子商务、手工业、旅游康

养、文化创意等职业技能，以及医疗卫生知识、法律常识等生活

技能相结合，面向农民、农村电商人员、旅游服务人员、进城务

工人员、农村妇女老人、基层干部等，开展普通话能力提升专项

培训。

（三）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与乡村中小学、幼儿园结对，充分利用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

台、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等数字资源平台，强化数字赋能，

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和宣传活动，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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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繁荣发展乡村语言文化

开展“典耀中华”主题读书，与乡村中小学校、幼儿园结对，

开展经典阅读、诵读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宣传活动。依托当

地自然和人文资源，结合当地田园景观、书法楹联、乡规民约、

非遗文化，绘制推普墙绘、标语等，服务乡村文化振兴。

（五）加强推普数字资源宣传

聚焦重点人群，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实践地特点，拍

摄制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优质学习或宣传视频，充分利

用微博、B站、抖音等渠道宣传推广。

四、活动流程

（一）团队申报（6月 15日前）

各高等学校组织学生积极组队申报并填写申报表（见附件 1），

经所在学校团委审核推荐并加盖学校团委公章后，将申报表电子

版及扫描件上传至指定平台（扫描文末二维码），并同步发送至

省语测中心邮箱（邮箱地址：yczxsyfzb2023 @163.com）。每所高

等学校推荐团队数量限 10支以内，每支团队建议为 8至 12人。

（二）审核公布参与团队名单（6月 16至 25日）

根据申报情况，教育部委托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江苏师

范大学）组织专家审核推荐实践团队，并通过教育部网站、“创青

春”微信公众号、“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微信公众号、推广普通话官

方微博等平台，公布入选团队名单。同时，委托国家语言文字推

广基地（江苏师范大学）联系入选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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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准备（6月 30日前）

教育部委托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江苏师范大学）组织入

选团队进行线上培训，配发学习资料、队旗、队服等物资。入选

团队根据实践活动要求，细化实施方案。

（四）活动开展（7月至 8月）

实践团队根据活动方案要求，发挥专业优势和个人特长开展

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实践活动。活动期间注意做好安全防范和宣传

推广。

（五）总结表扬（9月至 10月）

活动结束后，请各实践团队认真总结活动开展情况，将总结

报告、图片、音视频等材料报送至教育部指定邮箱（邮箱地址：

tuipuzhuanxiang@163.com），并同步发送至省语测中心邮箱（邮

箱地址：yczxsyfzb2023 @163.com）。教育部将组织专家评审，按

照 20%的比例推荐优秀团队并予以表扬。

五、有关要求

（一）做好团队组建，确保安全底线

各高等学校要积极发动并做好团队遴选、推荐申报工作。要

对参加活动的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关注极端天气变化和活动地的

自然地质条件，做好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应对预案；加强安全

保障和过程管理，及时掌握、动态跟踪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情况。

（二）加强实践指导，合理制定方案

各实践团队要严格按照活动内容和培训要求，将推普活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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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紧密结合，合理制定实践活动方案，保障实践活动的质

量和水平。

（三）注重宣传推广，增强活动实效

各实践团队要注重活动宣传，发掘和宣传活动过程中涌现的

典型案例和事迹，充分利用多种宣传方式，加强宣传报道。可将

有代表性的图文、视频发至电子邮箱，带#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话

题词发布图文、短视频、直播等，同时@推广普通话官方微博、@

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

六、联系方式

（一）教育部语用司

联 系 人：耿宏莉、董天行

联系电话：010-66097122、66097843

（二）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江苏师范大学）

联 系 人：梁琳琳

联系电话：13182326620

（三）湖南省语言文字培训测试中心

联 系 人：张珺

联系电话：0731-8471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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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4年“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

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申报表

2. 2024年“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

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总结报告模板

湖南省教育厅

2024年 5月 29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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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年“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全国大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申报表

团队名称： 申报学校：

实践地点 实践时间

指导教师 职务 联系电话

领队学生 联系电话 （请确保准确无误） 联系邮箱

团队

人员

构成

（建议 8-12
人）

姓名 年级 性别 手机号码 专业 普通话水平等级

如：二级甲等

实践

活动

方案

指导

教师

意见

签字：

年月日

学校

团委

推荐

意见

（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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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年“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全国大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总结报告模板

要求：报告使用 PDF 文档（提交时另附 word 文档），文档命名为 XX 学校+“推普

助力乡村振兴”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总结报告。报告标题使用小二号方

正小标宋简体字体，正文使用三号仿宋-GB2312 字体，行距使用固定值 30 磅。全文字数

控制在 4000 字以内，可配图片，图片数量控制在 5—10 张。

一、背景情况

(一)实践基本信息

1. 实践背景

2. 实践意义

3. 实践目标

(二)实践地点介绍

1. 实践地点基本情况

2. 实践地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3. 实践地点普通话普及情况

4. 实践地普通话推广工作开展情况（当地政府、学校等开展普通

话推广的相关工作、举措等）

(三)实践行程安排

二、实践结果

(一)行程完成情况

(二)针对实践目标完成情况

(三)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对策建议（结合实践地特点和实践活动）

三、实践活动总结（按照实际情况，总结梳理实践成果及收获）

附 录 实践团队成员信息（包括指导教师、团队成员信息，表格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