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享社会服务团扎根太行山，助力乡村振兴纪实

聚焦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调研乡旅产业、宣讲国家政策、

培训农民技能，河北经贸大学旅游学院旅享社会服务团队师生连续三

年深入临城、邯郸地区，推进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建立了长效

工作机制。微博话题#旅享暑期实践#浏览量超 5 万，获中国旅游报、

中国旅游网、搜狐网、河北新闻网等多家媒体报道，受到了社会的广

泛好评。《中国旅游报》以《把课堂搬到田野和企业》为题对旅享社

会实践进行综述报道。2021 年旅享社会服务团获得石家庄市社会实

践先进团队。

一、党团联建共享，拓展思政课堂

旅游学院党委以党建工作为引领，以“一流专业建设”为平台，

按照旅游业发展趋势和特点，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出实施以“旅

行、旅思、旅享”为核心内涵的“旅享”品牌战略，成立旅享社会服

务团，2019 年暑期至今，每年组织师生团队扎根太行山地区，通过

社会服务和实践，努力提高学院的社会影响力。

旅享社会实践以“传承红色基因，助力太行山乡村振兴”为主题，

按照“党建引领+团建赋能”的总体思路，师生党支部和团支部联建

共享，学院党政班子秉承项目化管理原则，召开专题研讨会，分配实

践任务；由旅游会计、会展酒店、地产营销师生党支部牵头，各团支

部积极响应，积极参与，广泛动员，跨年级组队，配备专职教师全程

指导，保障项目运行规范化；发布实践疫情防控和安全应急预案，购

买药品和保险，精细服务实践师生，确保无安全事故。

按照“目标精准化、工作系统化、实施项目化、传播立体化”原

则，学院党委精心部署，择优推荐实践项目，力求项目以师生发展需

求为导向，选题符合“乡村振兴战略”和“全域旅游战略”。各教研

室牵头，组建旅享社会服务团，充分依托专业优势、学科特点和社会

需求来对当地乡村旅游和乡村发展进行实地调研。

二、“旅享”实践课堂，彰显专业特色

旅享社会实践真正做到了“三个结合”：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与

专业特色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充人发挥专业优势打造有影响力的

实践项目。一是人才培养和实践育人相结合，安排党支部书记和教研

室主任带队，同步践行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二是校企产学研结合。

实践师生为企业提供旅游策划、接待规范、服务培训等智力支持，和

临城签订框架合作协议，产学研基地落地京娘湖。三是旅游管理类专



业结合。

2019 年旅享社会服务团 47 名师生，4 支专业小分队，以“‘旅

享’走进美丽临城，旅游助力乡村振兴”为题，走进李保国曾经战斗

过的地方——临城，师生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色优势，在核桃旅

游产业融合、核桃旅游产品、核桃美食文化基地开发、牡丹园研学旅

游、旅游地产等方面展开深入调研，最终形成了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和

策划方案，为当地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乡村振兴作出了贡

献。2020 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实施“互联网+社会实践”

新模式，旅享社会服务团 12名师生采取“云调研”，通过问卷调查、

电话访谈等形式调研广府古城旅游产业发展状况，积极为疫情状态下

永年县广府古城文化与红色旅游融合献计献策。2021 年旅享社会服

务团 24名师生通过参观考察、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式对京娘湖

景区、王坡民宿进行调研，先后走访 6家旅游企业、调研 500 余名当

地村民、培训 200 余名企业员工、撰写万余字调研记录，同时，还开

展了旅游节事策划方案和民宿管家服务规范的编制工作，切实为乡村

旅游企业提供智力支持。

图 1：2019 年旅享社会服务团合影 图 2：2019 年旅享社会服务团座谈现场

图 3：2021 年旅享社会服务团合影



在旅享实践调研活动中，学院会展、旅游、酒店三个专业的师生

朝夕相处，老师们言传身教，以实际行动感染和影响学生，引导学生

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努力实现全过程育人。服务团师生不仅为山乡村

民提供了旅游接待规范、旅游创业指导的专业培训，更是进一步宣讲

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性政策和乡村旅游开发的关键性问题，受

到了村民的热切关注。

图 4：2021 年旅享社会服务团座谈会 图 5：旅享社会服务团提供旅游接待培训

三、注重深耕厚植，扩大实践影响力

深耕才能生根，厚植才能丰盈。学院暑期实践注重品牌培育，旅

享社会服务团连续三年深入临城、邯郸地区，推进乡村旅游，助力乡

村振兴，建立了长效工作机制，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7篇新闻简

报，微博话题#旅享暑期实践#浏览量超 5万，获得中国旅游报、中国

旅游网、搜狐网、河北新闻网等多家媒体报道，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

评。《中国旅游报》以《把课堂搬到田野和企业》为题对旅享社会实

践进行综述报道。“旅享”社会服务实践团队 2019 年被校团委推荐

参选年石家庄市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志愿团队，2021 年获得石家庄市

社会实践先进团队。学院多次荣获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单位称号。

通过实践，学院与临城签订框架合作协议，本着“优势互补、互

惠互利、真诚合作、务实重效”的原则，建立了双方长期合作机制，

使旅游学院的科研成果、人才资源与临城县的经济、社会、文化、旅

游发展融为一体，促进了临城高质量发展；产学研基地也在京娘湖景

区挂牌成立，双方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创了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的良好局面。



图 6：产学研基地落地京娘湖

“行田间地头，访民意村情”，旅享社会服务团师生躬身社会实

践，以专业知识帮扶实践对象，自觉主动践行雷锋精神；走进基层，

助力乡村振兴；感受发展，践行服务人民的承诺。实践师生将时代使

命与个人成长熔铸起来，在实践砥砺中感悟国家发展的强劲脉搏，立

志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继续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

献，传承使命担当和价值引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青春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