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冶在万里长江科考中
校准人生航向

去年以来，武汉大学土木建

筑工程学院学生曹晓函与 20名
同学组成“悠然江畔，耕耘生态

希望”实践队，他们参加了湖北

省大学生社会实践“美丽中国

青春建功”长江大保护专项活

动。团队深入宜昌、十堰及武汉

等地，在西北湖、府澴河、丹江

口、洪山江滩围绕长江流域生态

修复工程开展考察实践。在府澴

河出口河段，他们见证了从一片

荒芜到美丽生机的“绿色奇迹”，

缓坡堤防、植被缓冲、废物利用

等治理措施井然有序。“我们不

仅是生态修复的见证者，更是参

与者、推动者。”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江研

境学”社会实践团深入江西省鄱

阳县、湖南省岳阳县、湖北省武

汉市新洲区、湖北省公安县三省

多地实地调研十年禁渔落实情

况，走访渔民家庭，访谈退捕渔

民生活现状和诉求，撰写了长达

2.6万字的调研报告。
这群年轻人在报告中呼吁，

针对退捕渔民生计转型困境，

“加强渔民生计能力培训，建立

退捕渔民生计转型基金，多样化

补偿资金渠道”，获得农业农村

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

室、荆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等相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及

企业的肯定和采纳。

地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的巴东县是长江湖北段生态

防线的前哨阵地。为精准掌握巴

东地质灾害现状，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海洋学院教授陈刚带领

学生开展了综合性滑坡风险观

测评估与水环境监测工作，队员

们穿过山谷隧洞，在闷热无风的

矮棚中，架设棱镜、放飞航测无

人机、绘制油漆标识。

每次做水准测量时，队员们

都要背着沉甸甸的测量器材，走

路绕行黄土坡两天。出发时迎着

滚滚热浪，回程时已是冷湿袭人

的夜风。

“测量时需要长时间保持姿

势不动，我们便一起唱歌排解情

绪，也算是苦中作乐。”实践队员

方千硕回忆。

队员沈晶娟则感慨，“以前在

工作室做研究时，常觉得实验数

据太少，等到自己深入一线考察

时，才体会到数据的来之不易”。

行走万里长江，厚植家国

情怀，成为最好的思政课堂。在

陈刚看来，“无数青年队员在科

考行动中，将个人前途与国家

需求紧密结合，立志科技报国，

勇攀自然高峰、科学高峰和人

生高峰”。

青春助力长江绿色发展

近年来，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

保护法》普法要求，建设起“美丽

长江”宣讲实训基地，举办长江

沿线高校大学生“美丽长江”夏

令营，面向长江流域各高校招募

营员，组织营员组建一批“美丽

长江”宣讲团，引导宣讲团定期

到长江沿线流域各大中小学、社

区、街道开展普法教育、科普宣

讲活动。

赴湖北省巴东县参加的实

践，让方千硕找到了社会实践的

新方向：“‘长江大保护’是一场

不断传棒的‘接力跑’，老师指引

我们的实践脚步，我们再走进中

小学、走向社会，把实践成果与

精神发扬光大。”

“同学们听说过长江里的

‘鲟爷爷’吗？”来自三峡大学的

“益心鲟豚”团队，走访望江社

区、许家冲村、古渡村等基层社

区，为千余名中小学生、社区居

民开展科普宣讲，介绍长江水

生生物保护理念。队员谭灵琪

表示，“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将长江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成为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大保护

的引路人。”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以长

江流域地区为重点，开展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成立长江大

保护资政报告调查小组，围绕协

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和

绿色发展等课题，形成多份咨政

报告。

丁子洲所在的团队在调研

中为每个渔民家庭建档立册、制

定帮扶方案，将所学知识转化为

保护母亲河的具体力量。“当看

到曾经的捕鱼好手变为护鱼队

员，渔户小哥成为创业达人，传

统渔技转化为文旅资源，我们真

切感受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改

善的同频共振。”

在巴东县长岭中小学、水布

垭中小学校，实践队为 300 余名
中小学生科普长江沿线地质灾

害。他们用多本书籍摞在一起，

通过垫铅笔、改变倾斜角度等方

式，展示滑坡的发生机制，将复

杂的地质学原理转化为易于理

解的生活场景。

“我们希望通过创新科普实

践，以地质人的独特视角，向孩

子们展示长江沿线地质灾害的

相关知识，扩大‘长江大保护’的

影响力。”沈晶娟说。

依托“大学生长江大保护行

动计划”，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已建设综合性实习基地 13 个，
科研立项 60余项，开展相关讲
座、活动 1000余次，打造出山川
河流上的特色沉浸式思政课堂

和专业课堂，吸引两万余名学生

参与其中，把长江所需与自身所

学结合起来，做“长江大保护”的

践行者。

守护好长江文化之野魂冶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如果说长江生态是我们的

‘根’，那长江文化就是我们的

‘魂’。”在对代表长江中游史前

文化最高点的石家河遗址的考

察过程中，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楚江拾遗”社会实践团队成员

张小敏感慨不已。

这个社会实践团队成立 4
年来，围绕长江文化的保护传承

弘扬，先后奔赴湖北省宜昌、武

汉、荆州、恩施 4市 13区县开展
长江文化遗产实践调研、科普宣

讲，不断探索完善方法，让长江

文化在高校学生、社区儿童心中

生根发芽。

张小敏与团队一起在天门

市开展了为期两周的乡土文化

夏令营，带领当地儿童走访石家

河遗址。在“文物活过来”等趣味

项目中，孩子们用手工捏制石家

河黏土文物，用树叶粘贴画描绘

家乡美景，拼贴渔鼓词歌颂故

里，展示着自己对家乡文化的质

朴热爱。

“最让我难忘的，莫过于孩

子、家长们齐聚博物馆前开怀大

笑的一幕，虽是普通的场景，却

让我看到乡土文化在孩子心中

播下了种子。”张小敏说。

“家乡文化就像一颗小小的

种子，种进了我的心里。”在天门

市东方社区，小学生代贝来兴奋

地讲述起在石家河遗址收获的

神秘感，“以后我也要把家乡这

么好的文化讲给更多人听，让大

家都知道我们天门有多棒！”

华中师范大学“江流白霓·

非遗寻踪”实践团队前往崇阳

县，聚焦于长江流域非物质文化

遗产———提琴戏的保护传承。访

谈中，传承人庞勇告诉实践团

队，自己时常被台下的观众所感

动，不少老人为了占个好座位，

早上就搬来板凳在前面坐着，一

坐就是一天。“但观众大都是老

年人，青年人对提琴戏鲜少了

解，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

突出问题导向，团队面向当

地儿童，策划开展游园会与提琴

戏课程，开展科普宣讲、打卡游

戏、戏曲演绎等活动，传承人程

其中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演奏

《八月桂花遍地开》，介绍提琴戏

的发展，助力提琴戏在年轻一代

中的推广。

实践队队员瞿士凡等人还共

同创作了一幅 4米长的画卷，上
面既有栩栩如生的戏剧形象，又

有波澜壮阔的长江流水。“长江文

化就是在这样的交流学习中不断

传承的，很高兴我们也能在这个

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为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长

江大保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还陆续推出“长江大保护”主题

文化产品，打造“沉浸式的地质

科普”与“生动的思政大课”。

2022年，学校创排原创科普
剧《守望》并公演，讲述了三代地

质人与中华民族母亲河长江之间

的感人故事，贯穿改革开放 40多
年来长江流域开发和治理过程中

的经验与启示，呼吁全民“保护长

江、人人有责”的环境保护意识。

打造“山河为证”网络思政大课，

紧扣“地质报国”主线，将一代代

地大人为祖国地质事业贡献青春

和热血的故事搬上舞台，网络点

赞量超过 700万。地大原创话剧
《大地之光》，首批入选教育部、中

国科协发起的“共和国的脊

梁———科学大师宣传工程”，在北

京、重庆、西安等地巡演 36场，辐
射观众 10万人次。

曾担任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团委书记的朱丹介绍，在“大

学生长江大保护行动计划”的工

作设计中，学校努力做到上下贯

通，实现学者专家带动大学生，

大学生带动中小学生，进而辐射

其他社会群体，实现大中小学思

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推进。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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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高校组织万名大学生参与长江大保护

长江大保护院一场不断传棒的野接力跑冶

益心鲟豚团队在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坝街道清波路社区走访调研
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团委供图冤

楚江拾遗团队走进三房湾遗址

对于正在中国地质大学渊武汉冤地球科学学院攻读构造地貌方向博士的苗世鹏而言袁一段长江源科考经历坚定了他科研报国的
初心遥

3年前袁他和 36名师生组成的第二次大学生长江源科考队从湖北武汉出发袁一直探索到长江源头三江源袁开展生态尧经济尧社会等领域科
考遥尽管做了充分的体能尧心理适应性训练袁科考途中还是面临高原反应等诸多困难遥下车采样袁砾石遍地袁几乎没有路可以走遥老师给大家打
气院野望山跑袁累死马袁不要盯着山顶走袁要看着脚下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遥 冶

遥望雪山冰川袁经过艰难努力袁苗世鹏终于到达了 5700米海拔的采样点遥 科考经历让这位 95后明白袁保护自然尧保障生态安全需要每个
青年的参与袁硕士毕业后他选择继续读博袁为绿色中国贡献力量遥

苗世鹏的成长故事是团湖北省委组织高校学子投身长江大保护的一个缩影遥
从 2021年中国地质大学渊武汉冤联合长江流域 9所重点高校发起的野大学生长江大保护行动计划冶袁到 2024年牵头开展 51所高校参与的

湖北省大学生社会实践野美丽中国 青春建功冶长江大保护专项活动袁4年来袁一场场青春的接力为长江大保护平添了一抹别样的绿色遥
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聚焦长江流域资源保护尧水污染防治尧地质灾害防治尧绿色发展尧文化保护等主题袁开展专项科学考察尧实践调研尧科

普宣讲袁在行走的大思政课中书写最美青春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