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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大学生都去哪里了？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特种兵式”旅行，是宅在空调房里
和网线那头的朋友谈天说地，还是泡着书吧，在知识海洋里自我陶醉……

可别以为大学生的暑假都玩得“毫无营养”——近日，2023 年湖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
部计划出征仪式举行，1027 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将奔赴西藏、新疆等地开展为期 1 至 3 年的
志愿服务工作。20 年来，湖南省累计选派 7720 名大学毕业生前往 11 个西部省份开展支教、
支医、支农等专项志愿服务，不断为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贡献人才力量。

同一个暑假，那些尚未毕业的湖南大学生们又在忙什么？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
进湖南多所高校，探访大学生志愿者“三下乡”的 N 种打开方式。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雅婷 欧阳婷 实习生 眭育兰 王诗雨

他们说 >>
“学生只有真正走进乡

村，才能发挥大学生学习报

国、振兴乡村的作用。”本

次带队的湖南师范大学外国

语学院党委副书记李蜜表

示，此次实践活动，将非遗

调研与“三下乡”暑期社会

实践结合，同学们为崇木凼

村的村民拍摄民族传统服

饰写真，一方面展示了花瑶

传统服饰之美，让大众通

过服饰了解瑶乡、走进瑶乡；

另一方面也展示了花瑶人民

的笑脸，和崇木凼村乡村振

兴的新面貌。这使得同学们

深刻体会了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建设内涵，不少同学在活

动结束后明确表示要努力学

习，把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

带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

“这是我们这次活动最大的

意义和收获”。

李蜜介绍，近年来，“梦

行者”团队一直关注湖南非

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传统

美术与手工艺项目，制作了

湘绣、菊花石、铜官窑等

非遗项目双语纪录片，指导

学生撰写的调查报告《“活

态传承”唤醒沉睡的文化

遗产——基于湖南省非遗

传统美术项目走进生活的调

查》获湖南省“挑战杯”竞

赛二等奖。2022 年，团队

开展了“寻美湖湘”非遗调

研及纪录片创作工作，对滩

头木版年画、醴陵釉下五彩

瓷、浏阳花炮、湘潭纸影戏

等非遗项目进行了调研和拍

摄，“‘寻美湖湘’系列湖南

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将由

外国语学院的学生翻译制作

成双语版本，届时会进行国

际传播”。

“嘿，看这儿！”一声吆喝，

小女孩萱萱与身旁的小猫同时看

向镜头——快门键按下，生动的

照片诞生。

这是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学生、“梦行者”团队成员邓铖今

年暑假最有成就感的作品之一。

今年 7月，邓铖与17名校友

组团，来到了邵阳市隆回县虎形

山瑶族乡崇木凼村，开展为期12

天的“三下乡”活动，为山区孩

子拍摄民族写真。

刚到崇木凼村，邓铖与校友

杨屿兮被这里的景色吸引住：“村

里风景优美，环境宜人，还有梯

田和保存完好的木建筑，是平时

不易见到的美景。”而团队成员

肩挑头顶的相机、灯架、柔光箱、

反光板等摄影设备，也吸引了不

少村民。

拍摄过程中，小女孩萱萱一

直跟在摄影队伍后面，“她很想

知道我们手上拿着什么”。大伙索

性将萱萱“招”进队，让她充当

小翻译，与讲家乡话的村民沟通

交流。

多日相处下来，萱萱逐渐

和团队成员熟悉，她每天会给

大家送来用草编织成的手环、

指环，而大家也得知，萱萱的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崇木

凼村人，她从小去过最远的地

方，就是山脚下的镇子。她的

妈妈是当地挑花的一把好手，

经常会组织其他妇女一起，到

国际传播

为花瑶娃“定格”童真，让非遗走向世界

一架“长着翅膀”的机器，

一群奔跑在田野的大学生……

这可不是放风筝，他们正研究

新作品“驱鸟先锋”的实际应用。

7月中旬，湖南生物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制造及自动

化专业大二学生赵向阳与 3 名

同学组团，前往素有“中国南

方最大葡萄沟”美誉的怀化市

中方县——他们这次下乡的目

的，就是将自主研发的“驱鸟

先锋”带到农田，帮助农户无

伤驱鸟。

“我们驱鸟先锋匹配的是

具有经济效益且易招惹鸟类

的作物，花香招鸟的阳光玫瑰

葡萄就是最佳选择。”赵向阳

说，当鲜嫩的葡萄遇上觅食鸟

类，不仅破坏了果实的产量和

质量，还易造成酸腐病、灰霉

病、杂菌等病害发生。

为了帮助当地农户驱鸟，

一群学生来到田野，他们走访

了葡萄沟和蓝莓园，考察当地

鸟类的活动状况。

“我们的设备是利用红外

感应及超声波进行驱鸟，对鸟

类没有伤害。”赵向阳说，这一

点是农民们最感兴趣的。传统

的拉网、置物、人工、化学等

驱鸟方式都各有弊端，而他们

设计的作品是采用光伏储能，

不仅节能环保，而且效果明显。

光说不算，赵向阳实地演

示，让农民们看到了作品的效

“这支团队创立的初心，

来自一位女学生和奶奶的故

事。”“驱鸟先锋”项目团队指

导老师刘慧君告诉记者，团队

的创始人是湖南生物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2020 级园艺技术专

业的罗秀娟，“她在高中时期

的学费来源是奶奶辛苦种植

的葡萄，眼看着葡萄被鸟啄食

却又不能伤害鸟类，年迈的老

人只能反复驱逐，她很心疼，

便想着能不能设计一款驱鸟设

备帮助像奶奶这样的果农”。

通过学习，她了解到利用超声

波无伤驱鸟的形式，“驱鸟先

锋”项目团队因而诞生。

“自2021年始，学生们每

年都会趁着暑假农忙，去往乡

村果园推广团队自主研发的设

备，帮助当地农民驱鸟。”目前，

团队共有 10 名学生，成员来

自会计、空中乘务、机械制造

与自动化等不同专业。

刘慧君介绍，学院还有十

几支类似的学生创新团队，实

践内容都与农业、农民相关，

有设计智能割草设备的，还有

帮助村民直播带货的。“我们

希望结合学院的专业和地域

优势，更好地培养学生们的实

践能力。”

科研助农

大学生带着“驱鸟先锋”无伤驱鸟

他们说 >>

有人拍民族写真、有人田间驱鸟、有人上“火箭课”……

看！湖南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的N种打开方式

周边的学校为孩子们教授花瑶

挑花技艺。

得益于这一发现，团队成员

决定，以萱萱为故事主角，拍摄

一部关于花瑶挑花的纪录片。

可拍摄并非一帆风顺，第二

天大家在村里寻找写真“小模特”

时，频繁遭到拒绝。直到 8 岁的

涵涵站了出来：“我可以！”

征求父母同意后，杨屿兮给

涵涵换上了民族服饰，来到了村

里的参天古树下。

“给小孩子拍照并不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情。”邓铖说，面对

着镜头，孩子们都十分拘谨，为

此，需要团队成员在镜头外不断

地调动他们的情绪。大家买来饮

料、零食，耐心引导着他们摆姿

势，“开心点，笑一笑，你们在

为家乡做宣传哦”。拍摄结束后，

成员们还要负责将孩子们安全

送回家。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大家的

努力下，这群穿着精美民族服饰

的瑶族娃娃或弯腰看镜头，或

牵手展欢颜，或奔跑，或静坐的

模样，被定格在镜头中。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闪光

的回忆。”在崇木凼村，杨屿兮

也穿上了花瑶的特色民族服饰，

近距离体验了一把花瑶文化，“回

长沙后，我们将把拍下的作品，

翻译成外文在网络上发布，让我

们的非遗文化和传统文化宣传到

全世界”。

湖南师范大学“梦行者”团队来到了
隆回县崇木凼村，为山区孩子拍摄写真。

（下转 07 版）

邓铖按下了快门 , 拍下这群穿着精美民族服饰的瑶族娃娃。

果。“当开启设备时，有一大群

鸟会集体朝设备相反的方向飞

走，关闭设备后才飞回来，反

复试验了多次。”

就这样，“驱鸟先锋”项目

团队与当地一家农业公司签订

了合作协议。“我们将结合农户

的使用反馈，在实际应用中进

行技术跟踪和升级，让我们的

驱鸟器功能不断完善，在将设

备研制到最理想的结果后，以

最实惠的价格卖给果农。”赵向

阳说。

学生们正在观察农田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