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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理工大学：寻红色践初心，迎百年担使命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之年。为引领
青年大学生感受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同时为做好第十七届“挑战杯”
红色专项活动备战工作，东华理工大学开展“红色专项”校内选拔赛，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争当
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初心使命的实践者。

东华理工学子结合各地区疫情防控要求，以家乡为主就近就便开展社会实践，采用“互联网+社会实
践”新模式进行“云组队”、“云调研”、“云访谈”。

游览家乡红色景点，视频记录感动瞬间
南昌八一大桥已成为红色资源网红打卡地，吸引无数游人到此驻足留影，找个好天气，在大桥上走

一走，吹一吹来自赣江的暖风，倾听这座红色古城的婉婉述说。如今的中国，一座座桥梁横跨山水之间，
见证了祖国的沧桑与辉煌。从原始的独木桥到别具匠心的赵州桥，从历史厚重的卢沟桥、泸定桥到里程
碑意义的现代化南京长江大桥、港珠澳大桥。“我们通过线下参观+线上‘云游’的方式，带大家领略中
国桥梁从古至今的变化发展，感悟国家科技的飞速进步和综合国力的强盛。将所观所感制作成视频，与
更多人分享。”软件学院刘建国同学说道。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陈盟方、王印、陈阿伟、高文祥等同学通过手机直播的方式带领全班同学共同云
游了遵义会议会址。通过实地考察和现场调研，撰写调研报告并精心制作了短视频《遵义会议会址实地
调研》，探讨如何使红色文化与革命精神更有效地在人民群众中传播推广，并提出相关建议。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马蕴慧同学回眸红色革命根据地，走访江西省上
饶市方志敏纪念馆。“方志敏同志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建革命根据地，这是英雄的壮举，是他对祖
国深情挚爱和坚守崇高品德的真实写照，时刻鼓舞我们当代青年继承和发扬方志敏烈士的精神，不懈奋
斗、继续前行。”

结合特色专业优势，翻阅祖国宏伟新篇
我生在红土地、长在红土地，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青年学子的责任。我很自豪自己能从一个聆听者

变成一个践行者！”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大三学生刘淑琪来自革命老区“将军农民”甘祖昌的家乡——江
西省萍乡市莲花县。打从记事起，刘淑琪就记得村里出过很多位红军烈士、抗美援朝英雄，借着这次“红
色专项”比赛的机会，结合所学专业技术，经过半个多月的实践调研，通过查看卫星云图、实地勘察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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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调研走访，完成了题为《一支枪下薪火传，烈士故里焕新颜》的调查报告，细致地调研了村庄 20 年
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感慨道：“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理想已成为现实！”

“兴国县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伟大的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在这里孕育而生。”
提到自己的家乡，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学生王俊伟的脸庞写满了自豪。然而，过去赣南地区经济底子
薄、基础条件差，农村饮水问题一直是个大难题。民生为上、治水为要，东华理工大学师生深入调研走
访，积极配合当地政府，提供专业支持，为多项水利工程提出宝贵意见和技术方案。“现如今，家乡人民
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弘扬革命先烈奉献精神，投身到水利工程建设中去，乡村振兴和水利扶贫卓有成效，
家乡人民们喝上了安全水、放心水、幸福水！我作为当代大学生更应肩负大任，与时代同频共振，学以
致用，建设美丽新中国。”王俊伟在调研报告中写道。

“在陈竹安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组织团队对安义县石鼻镇进行了为期 2 周的“三拆三清”活动，以
此探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后的拆改补偿机制和土地整治规划办法，努力做到学有所为，为祖国尽自
己的绵薄之力。”测绘工程学院学生徐志芳说到。陈竹安老师团队在取得当地村委许可后，运用无人机航
测技术获取并处理得到研究区数字正射影像 DOM 等数字产品，以拆危拆旧、清废清污为重点，掀起新
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高潮，将红色精神传遍安义县。

线上线下共同登场，交流分享热议正忙
2021 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

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砥砺奋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我们学校通过手机 APP 发起线上集体观看《建国大业》，这种新的观影方式，使得同学们即使在各
自家中也能够‘聚’到一起，共同观看红色影片，随时分享心得体验。”理学院的武常星同学激动地说。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的陈昌鑫同学饱含深情的感慨到：“影片中淮海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等同志听到大获全胜的消息，开怀畅饮、相拥而泣、高唱国际歌的镜头深深感动了我。这是革命的友谊，
这是斗争的胜利！他们翻过茫茫雪山，跨过漫漫草原，只因为他们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为进一步完善本次“红色专项”活动的参赛作品，外国语学院组织各项目学生负责人开展经验分享
会，在确保每件作品都保持独特风格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中的革命意义，做到红色精神的思想统一，
并及时通过线上将问题和意见反馈给其他参赛队员，传递红色理念。“本次‘红色专项’活动，不仅增强
了学生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也提高了我们教师队伍的思想觉悟，今后我们会将红色精神融入到日常教
学中，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指导教师刘洋表示。

东华理工大学依托线上线下交流会、专家指导、网络平台成果展览等形式，组织学生交流实践收获，
分享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坚定信仰。在东华理工大学青年微信公众号搭建“红色作业”思政教育活动平台，
将“挑战杯”红色专项实践成果转化为思政课教材，辐射更多青年突破空间限制、感受朋辈风采、远程
红色体验，接受云上红色教育。

据了解，本次东华理工大学“红色专项”活动校内选拔赛共征集 438 份“红色作品”，包含心得体会、
原创视频、H5、漫画、调研报告等多种形式，吸引全校 3000 余名青年学子、500 余名指导教师参加。
通过本次活动让学生全面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力争在第十七届“挑战杯”红
色专项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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