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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参加第十七届“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江苏大学红色专项实践活动的通知 

 

各二级团组织： 

为引领我校团员青年感受党的一百周年光辉历程、一百周年

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感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坚定认同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

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根据

工作要求和我校实际，校团委决定在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框架下举办江苏大学红色专项实践活

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 

二、参与人员 

全日制在校学生 

三、活动内容 

各二级团组织要紧紧围绕活动主题，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红色教育功能，组织我校团员青年在严格遵守本地疫情



防控工作统一管理基础上，主要依托线上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

“返家乡”红色专项实践活动，通过重走红色足迹、寻访红色人物、

投身红色锻炼、追溯红色记忆、讲述红色故事等形式，引领青年

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社会实践中受

到教育、坚定信念，并形成有真情实感的心得体会、调研报告或

视频图片等实践成果。 

1. 开展红色“云调研”，重走一段红色足迹。引导青年严格

遵守本校本地疫情防控要求，主要通过线上浏览红色展馆、学习

党的历史、研学红色经典、开展文献整理等方式，通过权威渠道

线上感受实践地图景，通过真实素材了解实践地发展情况，深入

开展红色主题调研，重走一段红色足迹，加深对党的光辉历程的

认识了解。  

2. 开展红色“云寻访”，寻访一批红色人物。开展红色人物

寻访工作，主要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寻访一批革命、建设、

改革时期涌现出的革命英雄和模范人物，聆听英雄事迹，倾听红

色故事，重温峥嵘岁月，深化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结合寻访，

形成一系列红色故事、寻访日志、采访手记、红色影像等成果。 

3. 开展红色“云实践”，投身一场红色锻炼。在疫情防控工

作统一管理下，着力引导青年把敬仰和感动转化为干事创业、精

忠报国的实际行动，支持返回家乡看变化、重走故地看新颜、深

入乡村看振兴、走进一线看发展，感受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

长期稳定的生动实践，以实际行动迎接建党 100周年。引导青年

主动向当地团组织、青年志愿者组织或社区（村）报到，在做好



自身安全防护的基础上，参加青年突击队，力所能及参与疫情联

防联控、文明实践、“为奉献者奉献”、“最美逆行者子女守护计

划”、春运“暖冬行动”、守护校园等志愿服务工作，积极助力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 

4. 打造红色“云课堂”，追溯一段红色记忆。搭建云上“红色

课堂”，将实践成果集锦转化为云上“红色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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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后，依托交流会、座谈会、选拔赛、成果展览等形式，

组织学生讲述实践故事、实践收获。依托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活

动，开展缅怀祭扫、升国旗仪式、入党入团仪式和重温誓词等宣

传教育。 

5. 开展红色“云宣讲”，讲述一段红色故事。结合“青马工程”

培养工作，开展“红色故事进校园”等活动，邀请革命前辈、英雄

模范、领域专家等宣讲，讲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故事。以团

支部为单位，创新传播方式，以“信仰公开课”、“青年学习社”等

为载体，线上广泛开展“信仰公开课——青春心向党”红色主题宣

讲等活动，大力弘扬革命文化，广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深入开

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 

四、推进安排 

1. 发动与实践阶段（至 2021 年 2 月下旬） 

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力争动员我校每一名团员青年参与

活动，充分发挥团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寒假期间广泛组织发

动学生“返家乡”就近就便开展实践活动并形成实践成果。可以是



团队形式或个人形式。团队学生人数不超过 10 人。指导教师人

数不超过 3人。 

支持参加活动学生“云组队”，团队学生可以部分实地实践，

部分远程参与、分享、承担实践任务；支持参加活动学生“云实

践”，比如依托网络、电话等开展红色人物访谈、了解倾听红色

故事，比如通过权威渠道线上感受实践地图景、通过真实素材了

解实践地发展情况等。 

支持学生依托曾经参加过的符合“活动内容”要求的自身实

践经历，经过沉淀提炼、深度思考，完成新的实践成果,参加到

活动中来。 

2. 展示与交流阶段（2021 年 2 月下旬至 3 月初） 

力争让活动影响到每一名团员青年，以团支部为单位，通过

主题团日活动、支部会等形式，展示交流实践成果；以二级团组

织为单位，通过宣讲会、交流会、座谈会、选拔赛等形式，最大

程度的传播交流学生实践成果，将活动过程演变为生动、深刻、

持久、更有生命力的红色实践教育课，转化为喜迎建党一百周年、

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举措，引领广大青少年坚定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3. 推荐与评选阶段（2021 年 3 月初至 3 月 10 日） 

各二级团组织在展示交流的基础上，3月 5日前推荐优秀作

品至校团委。推荐作品材料及信息统计表（见附件）发送至

1205965247@qq.com，信息统计表纸质稿交至学工楼 408。全日

制在校生数 2000人（含）以上的二级团组织推荐不少于 8件整



体作品（既有短视频又有调研报告，下同），1000（含）-2000

人的二级团组织推荐不少于 6件作品，500（含）—1000人的二

级团组织推荐不少于 4件整体作品，500人以下的二级团组织推

荐不少于 2件整体作品。优秀的单项作品也可单独推荐。 

校团委将组织评审，评选出校级优秀组织奖和 10%左右的一

等奖作品、30%左右的二等奖作品、50%左右的三等奖作品。3

月 10日前，学校将推荐本校 40%的优秀学生实践成果到省级团

委“挑战杯”竞赛组织协调委员会。省级团委“挑战杯”竞赛组织协

调委员会再择优推荐 40%参加全国交流活动，全国将遴选出 500

件左右优秀作品。 

五、作品要求 

每个二级团组织在推荐作品时，建一个总文件夹（以二级团

组织名称命名），每件作品建一个分文件夹（以团队名称命名），

内容须有短视频、调研报告，也可有调研日志、照片等。作品的

具体要求如下： 

1. 短视频：时长 5分钟以内，应避免简单性叙述实践过程，

着意于对红色精神的阐述、实践过程的收获以及对党的情感认

同，致力于能使同龄人引起共鸣、共同教育、共同成长，鼓励围

绕红色故事、红色人物深度挖掘，形成有温度、易传播的视频（视

频格式：MP4,视频分辨率：1280*720、1920*1080）。 

2．调研报告：应既有事实叙述，也有观点论述，符合真实

性、论理性、简洁性的特征要求，字数在 5000字至 10000字之

间。 



3．调研日志：要求记录调研的经过及心得体会，符合真实

性、客观性的特征要求，字数在 800字至 1000字之间。 

4．照片：应针对家乡的红色场景进行拍摄，要求画质清晰

（照片格式： jpg，大于 700K小于 5M，命名为“序号—团队名

称—活动内容”，如：01—XX 团队—实践队员参观红色文化基

地）。 

六、活动要求 

1．各二级团组织应充分认识在喜迎建党 100 周年之际，红

色专项实践活动的育人功效和重要意义，力争做到让同学们通过

各种方式参加活动。 

2．各二级团组织应在活动过程中，组织学生深入学习并广

泛宣传《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要让大家深刻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提倡的“年轻人要‘自找苦吃’”“一定要多接触社会，补上社会

实践这一课”这些殷殷嘱托背后对青年一代的关怀期望，提升同

学们参加红色专项活动、参加社会实践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3．各二级团组织要激励动员学生广泛参与，产出更多社会

实践成果，可以院级名义奖励学生优秀作品。校团委将根据参加

活动学生人数、参加活动学生占二级团组织在校学生比例、学生

社会实践成果数量、推荐优秀作品数量、针对实践成果组织宣讲

会、交流会、座谈会场次等评选优秀组织奖，具体评价指标和方

式另行发布。本次红色专项实践活动纳入支持工作考核，占 1分。 

4．各二级团组织要做好实践团队安全管理工作，提醒学生

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要求，注意做好各项防疫措施，禁止在中、



高风险疫情防控地区进行线下实践。 

 

联系人：韩涉 

联系方式：17788350521 

 

附件：江苏大学红色专项实践活动优秀作品信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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