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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暑期，一些

大学生都会到各地进
行社会实践并在一些
企业建立实习基地，
寒亭的杨家埠就是其
中一个。这些年来，
每次有大学生来，当
地都会尽心接待，但
是这些学生们在返校
后就再也没有跟当地
联系，学术成果也没
有和当地分享。付出
不少却等不来收获，
这也成为不少大学实
践基地面临的尴尬问
题。

文/片 本报记者 杨万卿 本报见习记者 李晓东

只谈理论帮不上地方
今年8月11日到8月14日，来自中国海

洋大学的戴淑妮老师以及徐玉婷、马心如、
徐悠、刘慧慧、延青等七名同学来到潍坊市
寒亭区杨家埠村以“关于潍坊市杨家埠村
民俗文化资源下旅游发展创新模式探究”
为主题进行了社会实践活动。

负责接待的是当地村委，徐玉婷告诉
记者，自己所在的学习团队在当地村委盖
好印章后，就自费安排边旅游边学习的活
动。一群女孩子先是参观了杨家埠村的民
俗文化产品，得知手艺也已经传播到国内
其他地区甚至国外，还学习了其旅游模式
以风筝、年画等民俗文化为特色，发展至今

已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她很专业的说到，
这也是新时期农村旅游发展的典范。

和其他学习团队一样，学习心得之后
就是提意见。

徐玉婷提到，在活动过程中，大家发
现杨家埠村虽然艺术地位很高，但是很
多外地人仍旧对杨家埠村不熟悉，这是
很可惜的。虽然当地采取了相应的宣传
方式，但传播力稍显不足。此外，单纯以
展示风筝、年画吸引游客的方式较为单
一。

这些来自海大的学子提出，首先，通
过多种途径扩大杨家埠村的宣传力度，

创新宣传手段，增加各种能使人印象深
刻的宣传方式，比如在国内各地及国外
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扩大宣传领域，
而不仅仅局限于山东省内。同时，可以将
乡村生活氛围与民俗文化旅游结合起
来，形成有杨家埠特色的旅游模式，比如
完善农家乐活动、将旅游模式扩大到全
村民参与等，让游客在领略到民俗文化
魅力的同时也能在淳朴的乡村生活中得
到放松。

从理论上讲，几个女孩子说的都很
有道理，但是最终因为杨家埠自身的各
种限制，这条建议并没有得到实施。

学生返校之后就没回音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学生社会实

践也存在着成果分享和实际性等问题，在
寒亭区民俗学社会实践基地设立时，就确
立了地方与高校间成果分享的原则，但仍
面临后续实施的问题。

“理论上的研究成熟之后，就怕在实
施起来后劲儿不足”。张金辉说，现在大
学生实践与地方相结合，如何转化成生产
力成了最大的瓶颈，实践活动就是为了将
学术理论转化成经济效益，所以在实施过
程中必须要做好长远打算，而现状却是经

常缺乏后续研究，导致理论在实施的过程
中没了后劲儿。

寒亭区文化局徐萌萌在谈到大学生实
践活动时认为，大学生在下基层实践时，
缺乏对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他们提问
的都是自己想了解的学术性知识，对地方
特色的了解也仅仅是浅层次的”。徐萌萌
告诉记者，在接待来杨家埠参观学习的大
学生时，能感觉学生们在实践之前做过准
备，对地方特色有初步的涉入，提问的也
很具有针对性。但是，对于当地存在的实

际问题学生们去不甚了解，“技艺的传承
以及濒危的门类等，对这方面知识还是比
较缺乏”。

徐萌萌说，每当大学生来参加社会实
践，地方上都会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求知
欲，将他们感兴趣的知识进行全面的介
绍，“可学生们在返校后就再也没有跟我
们联系过，学术成果也没跟我们分享”。徐
萌萌无奈的说，实践活动每年都有两次左
右，年年不断，可是当地面临的实际问题，
高校生从没给出建议和可行性的方法。

学生们来了玩了，走了就再没音了

大学社会实践越走路越窄

走访风筝年画店。

实地走访杨家埠民俗文
化大观园。

拜拜访访国国际际民民间间艺艺术术大大师师杨杨洛洛书书先先生生。。

难以复制的“柳毅”神话
2008年，寒亭区政府与山东大学建立

了民俗学合作关系，并在寒亭区设立了民
俗学社会实践基地。实践基地负责人张宝
辉告诉记者，设立实践基地以后，让学校
和地方上实现了双赢，“学生能了解到基
层的民俗文化，丰富自己的知识阅历，而
地方上能借助学生们的理论知识和学术上
的优势，深度挖掘地方历史文化，帮助地
方文化更好的推广”。

张宝辉说，“柳毅文化”和柳毅山景
区建设的成功就是高校生社会实践与地方
上双赢的典型实例。原本的柳毅山上仅有
几个庙，文化挖掘也不够，更谈不上景区
建设。2008年与山东大学建立民俗学合作
关系后，高校生们就来到柳毅山进行社会

实践，从最初的田野调查开始，走基层、
下农村，之后又开展“柳毅传说”学者研
讨会，让“柳毅传说”逐渐提升到学术高
度，进而形成了现在的“柳毅文化”。

“如果单凭地方上的努力，想把柳毅
文化推出去是很难的”。张宝辉说，地方
上的文化层级不够，在挖掘文化方面经验
不足，方法上也不如高校民俗学的学生专
业，使得地方上的学术与高校间存在一定
的差距。两者联合后，不但将柳毅文化更
好的挖掘和推广，还借助学院力量，推动
了柳毅山文化景区的的大面积建设，由文
化带动寒亭当地的旅游发展，解决了柳毅
山附近居民的就业问题，“现在还吸引了
不少山大的毕业生来寒亭就业，这也是柳

毅模式带来的双赢效果之一”。对于高校
的专业学生来说，民俗学离不开基层，建
立实践基地，给高校生提供了深入基层学
习的机会，更好的弘扬了民俗文化。目
前，“柳毅文化”已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无疑为寒亭区的“柳毅文
化”保护与开发工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在民俗学社会实践基地的设立和发展
中，寒亭区政府也承担了部分的费用，像
高校生实践调查活动中产生的食宿费用
等，都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付出是有
形的，而收获却是无形的”。张宝辉说，
如果“柳毅文化”由地方上自己做的话，
难度特别大，而合作之后，收获的成果是
非常显著的，并且能产生长期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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