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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大学生红色志愿活动篇一

20xx年7月4日下午，校交管会在学校安全保卫处、后勤保障
处的支持下，于当天下午在校内开展了“整理自行车，方便
你我他”志愿者活动。此次活动一方面是为了下学期构建校
园公共自行车“小红”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更是为在校师生
提供舒适、畅通的校园环境提供服务。

下午12点45分，交管会负责人召集义工队在大活集合并为他
们准备了饮用水，此次义工活动的顺利进行当然离不开校志
愿义工总队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各个学院的义工分队队长也
是有条不紊的安排着整理工作，简单的思考后进行了任务分
配，与此同时志愿者们积极性也很高，待分配完毕后，各个
学院的志愿义工分队根据指定的区域划分开始了长达两个小
时的义工活动。

经过了两个小时的整理，校园里闪烁着一道道无私靓丽的风
景线，有的`三五一组互相合作、有的一辆辆的从废弃地方搬
到公示区、有的更是采取了高效率的运输方式。

大学生红色志愿活动篇二

为传承优秀地域文化、弘扬龙江地方文明、推进全民阅读，
黑龙江省图书馆以地域精品文献《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



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为20xx年阅读推广活动主线，特别围
绕此书设计了系列阅读推广活动，通过深入挖掘书中人物故
事、历史背景、建筑素材，激活书中文字，唤醒共同的城市
记忆。

《白云飞渡》系列阅读推广活动于20xx年4月23日正式启动，
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实施。经过长达半年多的努力，在各合作
方的鼎立配合与协助下，组织完成了由全省19所图书馆和8家
读书会积极参与的千人“共读时光”活动，与省老艺术家协
会联合举办的“哈尔滨老建筑漫谈”活动、“文化踏查之
旅”活动，与省台国际交流部共同推出的“张郁廉纪录片观
影会”活动，与中央书店、呼兰河读书会合作开展的“真人
图书名家访谈”活动，与浩源地方文献博物馆联合录制
的“口述历史”活动，以及由黑龙江省图书馆主导的启动仪
式、读书会、真人图书活动等，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宣传推广
张郁廉女士的事迹，掀起了读书热潮，增加了公众对哈尔滨
的城市文化认知与了解。

《白云飞渡》系列阅读推广活动于7月16日圆满结束，特别感
谢孙宇立先生对活动的积极推进，感谢各合作方对活动的鼎
力支持，也感谢益海嘉里集团的公益捐助。相信在省图书馆
的倡导下、全省各级图书馆的支持与努力下，定会将伟大的
精神力量转化为推进龙江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文化力量!

大学生红色志愿活动篇三

7月1日，项目小组知行杯课题“奉贤大学城大气pm2.5分布
状况与影响因素”正式启动。首先，项目负责人苏晓花主持
召开了小组动员会议，期间，会议明确了在暑期期间各成员
的分工与职责，并传达了学校暑期社会实践安全教育的精神，
让每个成员对自己的分工与职责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并且牢记活动安全第一的行动准则。

活动开始的第一周，根据成员专业(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所



涉及的领域与现阶段社会上大众相应的信息反馈，小队成员
利用网络、图书馆以及专业现有的数据库，查阅、整理了有
关pm2.5的资料，这其中包括pm2.5的物理化学性质、成因、
对人体的主要危害以及现有的人工主动消除方法和大气自然
的消除方法，接着，系统综合地集中问题，以专业的角度，
找出切入点，与指导老师进入了深入交流，在了解小队成员
专业在为建筑热环境与人体舒适度提供必要意见的同时，更
深一步去探讨如何去干预并且消减pm2.5这类污染物的相关
设想与技术手段。

在上述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成员们确定了监测地点、监
测的仪器以及采样时间的选择，计划在后期数据的记录与分
析中，制作数据记录表格，确定每个时间段数据采集人员，
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为后期的分析，提供了坚实的
数据支撑，从而可以系统的按照项目的预定计划，保质保量
的完成任务。

大学生红色志愿活动篇四

7月，电气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小组来到了上海的母亲河——苏
州河进行调研。苏州河又名吴淞江，是上海境内仅次于黄浦
江的第2大河。因发源于苏州附近的松陵地区，古名“松江”，
又因流域在古代吴国境内，故称之为“吴淞江”。苏州河沿
岸建有英国领事馆、礼查饭店、百老汇大厦等各擅胜场的建
筑。这些楼群临水而立，被称作"连云楼阁"。

小组成员首先联系了苏州河沿岸环境的负责人员，他带领成
员们参观了苏州河环境变化展示区。在展示区门口，用醒目
的文字表达了人们对苏州河的感情——深情呼唤苏州河，这
是为苏州河的污染而呼唤并提醒人们。70年代末，随着工农
业的发展，排入苏州河的污水日益增多，使其污染程度日益
严重，常年黑臭，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和上海的发展。1983年
为争取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上海市政府与世界银行及
澳大利亚政府发展援助局共同就上海市污水治理进行联合研



究，提出了战略研究报告，经市府批准后，组织实施了上海
市合流污水治理一期工程。

经治理过的苏州河采用了彭越浦泵站。主要由主泵房、出水
高位井合一的构筑物组成，下部结构采用地下连续墙施工方
法。经过截污后水压正常，流水通畅沙粒，并且漂浮物都能
进行处理。浦西截流系统根据各泵站情况，采用不同的截流
方法，也对水质和各种污染物采取了不同的清洁手段。

经过这个工程，明显改善了苏州河水质，有效地抑制苏州河
水质的继续恶化，基本改变了苏州河终年黑臭面貌，有机污
染物浓度逐年降低，其为苏州河整治，使苏州河成为娱乐、
景观河道提供了重要条件。

大学生红色志愿活动篇五

10月27日下午13：00，建设路社区活龙口居委会党支部组织
支部党员和居委工作人员共22名党员干部，收看了中央电视台
《榜样》专题节目。

该节目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主题，以“向榜样看齐、
做合格党员”为主线，邀请部分今年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到场，通过典
型访谈、老党员讲述先进事迹再现等形式，生动诠释中国共
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为民实干担当、勤勉敬业奉献的精神
和风采。

观看结束，大家进行了交流，活龙口居委会支书李寿群
说：“看了榜样的事迹，我备受感动、深受鼓舞，虽然所处
的环境不同、从事的工作不同，但他们都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党员郑家英说：“在他们身上，我们
看到了他们扎实的工作作风、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怀，这是共
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品质，我们要向榜样看齐，以榜样的力量
激励自己，更好的做好为居民服务的工作。”党员朱勤照说：



“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向榜样学习，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好居
委会的各项工作。”老党员田儒科说：“看了专题节目，我
接受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在今后的工作中向优秀共产党员
看齐，真心实意为居民办实事。

通过观看《榜样》专题节目，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
工作的热情，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向榜样看齐，做合格党
员”转化为立足岗位争当先锋的激情和动力。

大学生红色志愿活动篇六

7月1日，项目小组知行杯课题“奉贤大学城大气pm2.5分布
状况与影响因素”正式启动。首先，项目负责人苏晓花主持
召开了小组动员会议，期间，会议明确了在暑期期间各成员
的分工与职责，并传达了学校暑期社会实践安全教育的精神，
让每个成员对自己的分工与职责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并且牢记活动安全第一的行动准则。

活动开始的`第一周，根据成员专业(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所
涉及的领域与现阶段社会上大众相应的信息反馈，小队成员
利用网络、图书馆以及专业现有的数据库，查阅、整理了有
关pm2.5的资料，这其中包括pm2.5的物理化学性质、成因、
对人体的主要危害以及现有的人工主动消除方法和大气自然
的消除方法，接着，系统综合地集中问题，以专业的角度，
找出切入点，与指导老师进入了深入交流，在了解小队成员
专业在为建筑热环境与人体舒适度提供必要意见的同时，更
深一步去探讨如何去干预并且消减pm2.5这类污染物的相关
设想与技术手段。

在上述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成员们确定了监测地点、监
测的仪器以及采样时间的选择，计划在后期数据的记录与分
析中，制作数据记录表格，确定每个时间段数据采集人员，
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为后期的分析，提供了坚实的
数据支撑，从而可以系统的按照项目的预定计划，保质保量



的完成任务。

更多热门

大学生红色志愿活动篇七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简报

――化学化工学院“绿波扬帆”实践小分队(四）

作者：曹蓓玲

时光匆匆流走，伴着队员们的喜怒哀乐并着充实的实践活动，
不知不觉实践进行到了第四天。在“绿波扬帆”即将返航之
际，小分队走进了枝江市环境保护局与污水处理厂，探究环
境工程专业的就业方向，也为更好地建设绿色祖国积蓄力量。

在环境保护局，检测站的实验人员接待了前来参观学习的队
员。这位检测经验丰富的老手从采样地点、采样周期、采样
仪器等角度给队员们详细地介绍了当地检测站的常规工作。
在讲解站里检测设备的过程中，她还为队员们详细区分了学
习的理论知识与真实检测过程中操作技巧的异同，分享了许
多长年积累下来的经验与诀窍。走出环保局，队员们身上满
满的都是沉甸甸的收获。

而前往枝江市污水处理厂的路程似乎并没有那么顺遂，先是
一场暴雨阻隔了队员们的脚步，后是厂址的偏远着实耗了队
员们一番心力。但走进厂区，看见比书上庞大几十倍的'污水
处理装置，听着工作人员比书本更简洁实用的原理讲解，大
家忽然明白了实践的意义，认识到在环境工程这个专业上要
走的路还远且长。

我们深知作为环境工程的学生身上肩负着建设更美更“绿”
新祖国的责任，也正是这个绿色梦支撑着我们在专业道路上



不断进取、开拓创新。“绿波扬帆”的实践走进尾声，但我
们的专业生涯正要开始。亲爱的环境专业的同僚们，让我们
逆着风浪，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