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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立项书篇一

我是一位大四学生，即将走上社会，更应当提早走进社会、
熟悉社会、适应社会。”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社会实践使同学们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最好结合点。
特别是我们学生，只重视理论学习，忽视实践环节，常常在
实际工作岗位上发挥的不很理想。通过实践所学的专业理论
知识得到巩固和进步。就是紧密结合本身专业特点，在实践
中检验自己的知识和水平。通过实践，原来理论上模糊和印
象不深的得到了巩固，本来理论上欠缺的在实践环节中得到
补偿，加深了对根基原理的理解和消化在几天实践中。

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立项书篇二

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环节，是高校课堂的有效延伸和补充，是组织时间最长、
活动集中、内容丰富、参与人数最多的社会实践，也是我们
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增强社会责任感的有效途径。我
有幸参加此次“青春兴晋”大学生“返家乡”寒假社会实践，
在县人民政府、团县委、镇政府和临时团组织的领导下，我
们有序高效开展了工作。

在此次社会实践中，我提高了道德素质、思想政治素质、专
业文化素质、身心素质，提升了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处理
人际关系能力、组织决策能力、创新能力、职业生涯规划能
力等。同时对政府工作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深刻



体会到了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以及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
要性和显著成果，增强了我对为人民服务深刻理解。

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我会继续秉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
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服务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而不懈努力。

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立项书篇三

当代大学生应当是能为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社区做出贡献的
大学生。或许个人的力量对家乡是有限的，但只要身边的人
都能为家乡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每个人的家乡也必将变
得更加美好。为响应江苏科技大学团委“用实践感知社会，
把青春先给祖国”为主题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7月10日，实
习小队开展了“暑假返家乡服务团”的实习活动。

此次活动主题为“用实践感知社会，把青春先给祖国”，活
动将持续一周。活动主要内容为为自己的社区站好自己的一
班岗，检查社区出入人员体温及健康码。

207月10日上午8点，实习小队来到了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曹
东社区，在与社区管理处表明来意后，社区管理人同意实习
小队成员为社区检查社区出入人员身体健康情况。经过了一
天的站岗后，实习小队成员也深刻理解了即使是看起来简单
的任务亲自体验之后也未必简单。作为一个新人，实习小队
成员最快面临的挑战是高温。当天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3度，
而实习小队面临的挑战是没有空调和风扇，面对高温的来袭
只能选择正面迎击挑战。在第一天结束后，实习小队有些收
到打击，但还是靠着自己的毅力完成了接下来六天的站岗任
务。

本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不仅锻炼了当代大学生的体魄，同时
加强了当代大学生的精神气质，展示了当代大学生不畏艰难，
敢于攀登的精神和勇气。



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立项书篇四

2022年初，我响应学校的号召参加了“青春兴晋”大学生返
家乡寒假社会实践活动。在本次实践活动中，因为疫情的原
因，我们深入各个村镇政府，对外来返平人员逐一排查，虽
然疫情的发展已经有所控制，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放松，要将
疫情防控常态化。

之后，我们在冠山政府主要负责一些简单的活动通知、表单
领取、文稿撰写等等，尽可能地在工作上付出我们的力量。
实践活动是能够丰富大学生课余生活的强有力的作业，我们
在实践活动中能学习到在课本上在学校里所学不到的知识，
在接触社会的同时提高自己，在认识工作的时候锻炼自己。
本次实践活动也让我了解到政府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没有
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也就没有我们有保障的生活。

这段时间的实践，让我从前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也对
我今后的学习、生活、工作上有了很大的帮助。

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立项书篇五

家乡的变化20xx年1月底，我在自己的县里——xx区，进行了
一次关于本市的社会实践。对于一直在外上学的我来说，是
一次难得的经历。

xx区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中北部，是古时兵家必争之地。我印
象中的xx，固然有“晋北锁钥”之称，可是发展却极其落后，
单从破旧的街道与脏乱的秩序上就可见一斑，就说“晋北锁
钥”这个牌子的悬挂地——北城门楼吧，虽然我很少从这里
路过，可印象中店商小贩横七竖八，本就街狭路窄的小巷更
显拥堵不堪，垃圾遍地污水横行，简直如入鲍鱼之肆；可是
这次回来，街上的情形却大有改观，翻天覆地来说亦不为过。

首先是有序的道路和整齐的房舍。xx区从前年起就下大力整治



老城区建设，包括北城楼在内的几个老城区皆修缮一新，街
道被扩宽，沿街的商铺民宅皆以滴水飞檐修葺，道路两旁装
上古色古香的路灯，走在街上还真有点“梦回唐汉”的感觉，
三年未见，我竟还真有点不认识了，关键是与之毗邻的地标
性建筑北城门楼广场也修建起来，水池喷泉有模有样，亭台
座椅一应俱全，广场正前方还置放了一块二人摔跤的石像雕
塑——忻州自古就有摔跤之乡的美誉，石像两侧的空地上，
几位建筑工人正紧张有序的扎花绑灯——春节快要到了，看
来这城楼还要热闹一番呢。

其次便是忻州的重头戏，也是近几年忻州变化最为显著的地
方——忻州市7451重点工程了。20xx年，市委、市政府全面启
动忻州市中心城区“七路、四桥、五馆、一院”重点工程建
设，简称“7451”工程。“七路”即中心城区规划区域新建
七条主干道，形成四横、三纵干道网。四横：云中河北路
（云北街）、云中河南路（云南街）、北环街、城北街；三
纵：芦芽山路、傅山路、云中山北路，另外还有和平街西拓
及元遗山路北拓；“四桥”，即在新修的路上架设四座风格
各异、独具特色的桥，包括芦芽山路桥，傅山路桥，云中山
路桥、七一路桥；“五馆一院”，则是为了全面提高城市文
化魅力而打造的“艺术馆、科技馆、图书馆、博物馆、体育
馆和歌舞剧院”。

走在新修的大路上，双向十车道，放眼过去，也觉天高地阔，
心情舒朗——当然，道路两旁还是推平的黄土，不过这就更
显现代化的雄壮与气魄。从雁门大道（也即云中山路）一路
往北，就来到了雁门桥（也即云中山路桥），雁门桥将雁门
关古城墙的记忆与符号融入此桥的设计，桥头堡以雁门关长
城峰火台为原型，栏杆设计上也沿袭了城墙的造型。主墩处
设有便于洪水通过的拱洞，形同古城墙上的拱门，忻州悠久
的历史就仿佛飘荡在桥的四周；沿傅山路一路向x，就看到傅
山路桥，它以“鲲鹏展翅、忻州腾飞”为设计构思，现代风
格的拱桥，拱肋如振翅腾飞的羽翼。交错的圆弧优雅大气，
富有动感。外倾的主拱和内倾的副拱，丰富了桥面空间，空



间变化的拱肋动感十足，简洁大气，表现出极强的现代气息，
无论从何角度看去都似展翅的鲲鹏，大概寓意着忻州在发展
的道路上越飞越高吧；芦芽山路桥的设计理念则是忻城古韵，
仿佛是唐代古建，将精美繁复的木构件应用到桥梁上，在桥
上形成亭台与楼阁，突出了忻州悠远的文化传承。借鉴忻州
特有的古建形式来表现忻州悠久的历史，融合山西古建元素，
建筑感强，与周围人文环境协调，突出了其古典气质。

第三便是通过对南云中河的景观重塑了。云中河景观带设计
了康体湿地段、行政中心段、宜居滨水段等三大功能区，依
托场地本身及周边的自然山水及景观资源，借“山”、
理“水”、荣“城”、育“林”，因地制宜，架构起“山、
水、城、林、”的点线面有机整体、实现城市与滨水区的综
合衔接。从打造芦芽山路桥、傅山路桥、七一路桥和云中山
路桥四大地标性桥头景观，分别体现了植物景观游赏、城市
形象展示及观演集会、文体休闲三大功能特征，真不愧是展
现生态保育、创造区域生态价值的康体湿地段，树立城市门
户、塑造城市形象的行政中心段，体现文体休闲、提升市民
生活品质的宜居滨水段。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引导我们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接触
社会，了解社会，投身社会的良好形式；是促使大学生向工
农群众学习，培养锻炼才干的好渠道；是提升思想，修身养
性，树立服务社会的思想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对于我们军校
学员来说，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在校的观念得到更
新，眼界得到了开阔，吸收了新的思想与知识。小半个月的
社会实践一晃而过，却让我从中领悟到了很多的东西，而这
些东西将让我终生受用。社会实践加深了我与社会各阶层人
的感情，拉近了我与社会的距离，也让自己在社会实践中开
拓了视野，增长了才干，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军校学员的成材
之路与肩负的历史使命。忻州在党的坚强正确领导下，一步
步走向了繁荣、走向了富强，以小见大，我们有理由相信，
我们的国家也一定能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更加富
强、更加文明、更加民主、更加和谐！社会才是学习和受教



育的大课堂，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里，我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
现，我将不懈奋斗，投身到伟大的强军实践中去，矢志强军
梦想，争做红色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