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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是大学生思想政治育人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3

年暑期社会实践工作开始前，为让我校老师同学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暑期社会实

践工作的目的意义及流程步骤，校团委特意组织编写了这本《上海政法学院暑期

社会实践工作指导手册（2013）版》，通过问答的形式，系统梳理了实践前、实

践中、实践后相关工作脉络，并附上往年优秀项目申报书样表，希望能对我校参

与暑期社会实践工作的老师同学提供指引和帮助。 

  在本手册的编撰过程中，法律学院、刑司学院、经管学院、经济法学院、国务

学院、高职学院、研究生部团总支，相关专业教师、同学对手册的编写提出了大

量宝贵意见，在此一并感谢。 

 

 

                  《上海政法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工作指导手册》编委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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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前 

一、我为什么要参加社会实践？ 

答：大学生利用假期参加社会实践，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

培养品格。 

二、今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报名时间是？ 

答： 5月14日——5月28日16:00。 

三、我如何报名参加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答： 

 

 

 

四、我该怎么选题及填写申报表？ 

答：首先要充分考虑项目的可操作性、独创性。此外，项目立意和内容要充分结合自己所学

的专业，请和自己项目的指导教师充分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 

撰写申报表时着重在活动背景目的、活动开展步骤及活动预期效果三方面，一条条写清楚，

内容精炼，让评审老师一拿到申报表后就清楚地知晓你要做什么？为什么做？做出来是什么样

的成果？成果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最后要根据暑期这一特定的时间条件考虑立项内容，因地制

宜的开展实践。 

五、什么是“知行杯”？和暑期社会实践什么关系？  

答：“知行杯”全称为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方案设计大赛，“知行合一”，即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侧重于具体的行动，“知行杯”侧重于社会实践方案设计，即体现为什

么要做这个项目？要做什么？怎么做？做出来是什么？ “知行杯”鼓励参赛团队关注上海城

市发展及管理中的热点问题，具体可参考附录一。 

六、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流程是什么？（见下页） 

产生初步构思，确定实

践的时间地点等事项。 

组建团队，联系指导老师，

填写申报表，上交各自学院

团总支。 

各二级学院汇总统一上报校

团委（5月 28日 16:00截止） 

等候校团委评审结果，

被通知是否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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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七、什么是暑期社会实践宣讲培训会？ 

答：宣讲会：分为校级与院级宣讲会，主要介绍整个暑期社会实践的意义、活动流程、相关

政策、所需各种文件资料及相应资助等内容，同时邀请历年优秀项目负责人做经验介绍。培训

会：在选题方向、调研方法、成果总结等方面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建议各学院在培训

会上邀请校内名师以及历年优秀团队指导老师、各负责学生就社会实践调查如何开展进行辅

导，建议培训会上可以用完整的案例向学生进行细致的介绍。 

参加宣讲培训会，有利于增进对暑期社会实践的认识和理解，知道相关工作流程与步骤，

能学习到以往优秀的社会实践项目开展情况的经验。 

八、社会实践活动团队该怎么组建？ 

答：实践团队至少由3 名同学组成，注重不同专业的组合并进行文稿策划、宣传、后勤等职

能分工。 每支实践团队至少配备1 名领队，可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第二、第三负责人。领队及

负责人要在实践过程中与项目指导老师、本学院团组织负责老师及校团委社会实践部保持联

系、及时沟通交流，发送新闻稿及媒体报道材料。 

团队成员确定以后，每个团队必须配备指导教师或带队教师，由各团队自行联系，各院团

总支指导协调。指导教师建议由与实践团队调研主题领域相关的专业教师担任，负责从专业角

度对实践团队给予学术上的专业化指导；带队教师主要由各学院团总支负责老师、辅导员等担

任，负责对实践团队开展团队建设、社会化技能培训、社会调研方法指导等工作。实践团队应

该加强与指导老师及带队老师的交流及沟通，将活动的具体方案与老师进行商讨。指导老师需

从专业角度进行分析比较给出相应意见，带队老师需在实践流程、实践的具体操作上给予指导

校团委发布通知，，

暑期社会实践工作

启动。 

校团委发布本手册，校

团委、各学院团总支举

办暑期社会实践宣讲

会及系列培训会。 

校团委会收集各实践队伍

相关材料并审批立项，确

定优秀重点团队。 

暑期社会实践全面展开。 实践团队上交实践成

果材料及发票。 

校团委举行暑期社

会实践评优评奖推

选项目参与市级评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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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帮助。指导教师和带队教师可由一人兼任。 

九、选题确定的重点方向有哪些？ 

答：重点方向有社会调查、课题调研、国情考察、法律援助、理论宣讲、志愿服务及和各学

院专业结合的特色社会实践活动。 

对实践选题的几点意见： 

1、项目选题应从小处入手，比如：“上海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情况调查—以XXX、XXX、 

XXX大学为例”，切忌大、空，注重可行性和现实意义； 

2、确定选题时认真考虑指导老师的意见和建议； 

3、充分考虑团队成员知识结构的组成，例如调研类的选题可选择社会学专业或有相 

关调研经验的同学加入团队； 

4.注重创新。 

十、如何选择实践地点？ 

答：实践项目确定后，应选择与项目主题紧密相关的实践地点。地点的选择应有典型性并与

实践调研课题相关，力求促成实践项目的高质量完成，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均可，

鼓励同学们前往基层、农村、西部地区开展实践活动。 

（一）联系实践地一般有四种途径 

1、校团委将我校实践信息登陆全国大学生青春三下乡网站寻找匹配县市，确定后通知项

目团队负责同学和带队老师。 

2、根据校团委、各学院发布的的实践信息，与实践地取得联系； 

3、通过学院指导老师推荐，联系与专业研究相关的实践地； 

4、通过网络或其他途径找到感兴趣的实践地联系方式，直接与之联系。 

（二）联系实践地需要的材料 

“实践地点联系证明”以及“实践地点接收证明”，可至校团委社会实践部或本学院 

团总支处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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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系实践地点时的注意事项 

  1.开展实践活动之前务必与实践单位进行沟通，确认实践时间和实践流程等事宜； 

  2.与实践单位沟通时应注意语气和措辞，用语婉转，态度诚恳。 

十一、项目怎么申报和评审？ 

答：（一）学院级项目申报 

 学生可自行组队向学院进行申报，将相关纸质及电子版文件上交至各学院。学院自行组

织评选，评选的主要方式为答辩或审阅申报材料。评审的参与人员为：学院团总支负责老师或

学生、相应专业老师、学院团总支负责暑期社会实践部门成员等。评审的主要内容为：项目背

景、项目目的、实践内容、实践流程、实践成果等方面。由团队指导教师、学院党、团总支给

出具体意见和确立等级等。 

（二）校级项目申报 

 所有申报的项目由校团委开展校级评选并确定校级重点团队。校级评选应采用答辩或看

审阅申报材料等形式。评审的参与人员为：校团委班子成员、相应专业老师、校团委负责暑期

社会实践部门成员等。评审的主要内容为：项目背景、项目目的、实践内容、实践流程、实践

成果等方面。由校团委给出具体意见和评分确立校级重点团队等。 

（三）实践项目评审要求及项目申报书填写建议： 

   主题性 实践主题是否明确，项目立意、过程和开展方式是否切合实践主题。 

   创新性 选题是否具有前瞻性，能够创造性的开展工作，体现专业特色，成效显著。 

   可行性 充分考虑时间、人力、资金等因素，成果具备现实转化前景。、 

可持续性 

 

项目的后续发展情况如何，是否能在更大的范围进行推广，是否具有可持

续性。 

现实意义 

 

选题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成果具有广泛应用价值和现实

推广性。 

宣传方面 新媒体运用 

（四）鼓励我校2013年创新创业项目、挑战杯参赛项目及寒假社会实践部分项目申报（请

参阅本手册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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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 

一、社会实践活动前及活动中，我该注意哪些事项？ 

答：各项目团队应在出发前做好一切后勤保障工作，尽量按照预定计划开展实践活动，在保质

保量完成实践的同时应注意安全实践、健康实践。 

（一）在出发前，一定要开一次组织会，使每一名成员了解自己的分工，并制定好详细的工作

安排表，负责人应再次与实践单位联系，确保所有安排（如食宿、交通）都已妥当。 

（二）实践过程中，应听从指导老师和领队的指挥，与本校团委实践部联络员保持密切联系，

汇报当天实践情况及安全状况。 

（三）实践团队若中途更换实践主题或实践地点，实践团队负责人须向本学院团总支、校团委

社会实践部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实行，否则视为无效项目。无效项目一律不得参与费用报销及

各类奖项的评选。 

（四）注意实践过程中发票的收集与整理。 

二、活动中要报送什么信息？该怎么报送？ 

答：活动中须报送的信息包括活动新闻稿、随队日记、实践感悟、个人日志、视频、图片等，

及时将社会实践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进行展示分享。同时实践队伍可上交相应纸质版或电

子版文件。 

（一）、报送要求：每支社会实践队伍应该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以电子稿的形式报送活动新闻

稿，分别在活动前期、活动进行期、活动后期投稿，新闻稿需有较强的时效性，要求从简从

快。建议撰稿人在内容、文字上做到简洁明快，逻辑明晰。字数不限。可参考校

园网（www.shupl.edu.cn）以往暑期社会实践系列报道 

（二）报送渠道： 

1、可报送至各学院团总支负责暑期社会实践同学及校团委社会实践部同学（见附录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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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将于各学院团总支、校党委宣传部沟通，择优在校园网首页刊登； 

2、可由各学院团总支将新闻稿上传至“青春上政”主页。 

（三）、相关媒体报道情况保存材料 

1、电视、广播报道： 

    相关团队团队应根据条件和具体情况自行做好节目的录像和保存工作，包括电视台、广播

台名称、播出栏目名称、播出时间和节目录音等要件。以备查阅。 

2、报纸和杂志报道： 

    相关团队应做好内容保存工作，包括报纸杂志名称、刊登时间、刊登版面等内容。以备查

阅。 

3、网络报道： 

    包括网站网址、报道时间以及该报道所属的地址链接及网络报道的打印稿和电子版。 

三、在实践过程中团队应该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答：(一）临前准备 

     临行前，检查生活必需品是否备齐，学生证、身份证、衣物、洗漱用具、防晒驱虫用品、

雨具、药品等。行李压缩打包，精简为宜。建议为每位队员办理保险手续。 

（二）团队安全 

     各团队队长为团队安全责任人，每日定时向各学院团总支负责老师汇报安全情况。活动

过程中队员不得擅自离队，不得进行危险性的活动，如需离队或暂时离队，应向实践团队队长

说明具体情况，表明去向，做好登记，并随时保持联络，如批准必须要按时归队。遵守实践团

队作息时间安排，在活动过程中不得迟到、早退。 

（三）交通安全 

     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横过道路或通过车流量较大的路段、路口及上下坡时应注意交通安

全；特殊天气、夜间等照明不良的情况下应特别注意。不乘坐黑车。学生晕车、中暑：事前备

好药品，以备不时之需，贮备充足的饮用水，补充水分，预防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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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住宿安全 

应在安全卫生具有营业许可证的正规宾馆、旅店住宿，住宿时将房门反锁；不轻易给陌

生人开门。注意防火及电器安全，进住宿宾馆后，一定要弄清逃生通道的位置。 

（五）财产安全 

注意防范诈骗案件，不向陌生人泄漏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和家庭联系方式。加强钱物保管，

贵重物品随身携带，慎防偷盗。 

（六）身体保健 

注意饮食卫生，多吃新鲜蔬菜及水果。携带一些必要药品，防止意外病况。如果团队成员

发生急病应及时送到医院救治。按时作息，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七）日常急救措施 

昏迷：解开昏迷者的衣扣、皮带等束缚物，将昏迷者的头偏向一侧，保持呼吸通畅。再用

手指按压人中、百会、内关、涌泉等穴。 

溺水：将溺水者平放在地上，迅速清除口腔和鼻咽部的异物，让其头侧向一边平卧，保持

呼吸通畅。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同时进行胸外心脏按压。 

骨折：若跌伤部位不但疼痛，且出现了畸形、肿胀等症状，就要考虑是否骨折。尽量减少

移动病人，并把病人的鞋带、衣物解开，暴露出骨折的部位，加以固定。若是胸部开放性骨折，

找塑料垫板等物体把病人骨折的部位堵住。 

实践中应以团体为单位行动，队员之间应互相关心，团结协作。遇到突发事件，应沉着冷

静，并且在第一时间与学校、公安、医院等取得联系，等待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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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后 

一、实践活动成果如何展示？ 

答：1.成果的表现形式 

成果的形式可多样化，一般为纸质、电子、实物、信息等，鼓励对成果展示形式进行创新。 

2.成果展示的基本内容 

（1）实践项目标题、单位名称、指导老师姓名、团队负责人姓名、团队成员姓名； 

（2）实践项目背景（即实践项目提出的灵感来源和该实践项目的时代意义）； 

（3）实践项目的总体思路、实践项目可行性分析、探究方法、实施方案、备用方案等； 

（4）实践流程、第一手成果、数据、照片等； 

（5）实践结论（具体分析、未来展望等）； 

（6）实践心得体会（可包括总结和感想）； 

（7）可以上交实物并附有相应说明。 

3.成果集制作要点 

（1）各团队可自行编排成果集，鼓励形式多样化； 

    （2）文字成果应当简洁，将队伍的实际情况真实的进行展示。 

（3）实践过程中若使用问卷调查，报告附录应附上问卷样本； 

（4）注意不要将成果集写成游记形式。文字成果重在展示实践成果，而不是实践

流程； 

4.成果上交 

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上交文字成果或实物成果的团队将视作没有完成实践活动，将视为无资

格参与各类奖项评比。 

   5.实践成果转化 

暑期社会实践结束后，校团委鼓励各实践团队以实践成果继续参加我校“挑战

杯”、创新创业计划等各类其他学术竞赛活动，深化实践课题，将实践队伍推向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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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同时建议各团总支将优秀项目的实践成果进行保留，第二年继续深化延展，打造属于各

学院的精品项目。 

二、实践活动结束后会如何对优秀队伍总结表彰？ 

答：校团委将根据实际情况表彰在暑期社会实践中表现突出的团队或者个人，并推荐参与市级

奖项评选。 

三、财务制度（详见附录一中附件三） 

 

其他注意事项 

答：突发事件处理流程 

（一）突发事件发生后，若带队教师在场，由带队教师负责现场处置；若带队教师不在现场，

则由实践团队负责人负责； 

（二）实践团队应在第一时间向学生家长、当地公安、医院、本学院团总支和校团委社会实践

部联络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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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第五届“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是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精神文明

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共青团上海市委员

会和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群众性的竞赛

活动，每年举办一届。 

第二条 大赛目的：鼓励大学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上海城市管理的若干方面，充分发挥高

校师生的专业特长和组织优势，走进社会、亲身体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对“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的期待和建议。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三条 大赛设立组织委员会，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和联合发起单位（含高校、新闻单

位、相关企业）的有关负责人组成。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分别委派有关负责同志作为组委会成

员，各联合发起单位推荐1 名主管领导作为组委会成员。组织委员会设主任1 名、副主任若干

名。 

第四条 组委会的职责如下： 

1.审议、修改大赛章程和评审规则； 

2.组建评审委员会； 

3.负责评审结果的相关认定工作； 

4.负责大赛的相关组织实施工作。 

第五条 组委会下设秘书处，设在团市委学校部，负责按照组委会通过的章程组织竞赛活

动并向组委会报告工作。秘书处设秘书长、副秘书长若干名，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有关人员

担任。 

第六条 秘书处的职责如下： 

1.根据大赛章程制定每届比赛的执行方案； 

2.负责项目初审及立项资格的确定； 

3.负责组委会的日常工作。 

第七条 大赛设立评审委员会，由组委会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有权在本章程和

评审规则所规定的原则下，独立开展评审工作。评审委员会设主任1 名，副主任和委员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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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评审委员会的职责： 

1．在本章程和评审规则基础上制定评审实施细则； 

2．审看参赛项目材料及相关演示，对作者进行问辩； 

3．确定参赛项目获奖等次； 

4．接受对参赛项目资格的质疑投诉并进行判定。 

第三章 参赛资格与项目要求 

第九条 上海市大专院校（含民办高校）在校学生，包括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

生都可参赛。 

第十条 参赛项目分为议题研究、项目方案和实践总结三大类： 

1．议题研究类。以界定问题为主，针对科技、卫生、文化等方面内容，进行调查研究，

形成有价值的调研报告； 

2．项目方案类。以提出问题为主，策划操作性高、具有社会效应的工作计 

划； 

3．实践总结类。在界定问题、提出问题的基础上付诸实施，形成具有科学性和推广性的

工作总结。 

第十一条 参赛形式：以团队形式参赛，需由3 名以上学生组成，并配备1名指导老师。 

对于跨专业、跨年级、跨学校和跨地区组队参赛的项目，各成员须事先协商明确项目的申报单

位。 

第十二条 出现以下情况，自动免除参赛资格：违背法律和法规；内容不健康；涉嫌舞弊，

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内容不属实，弄虚作假；与公益理念相违背；组委会认为的其他不当行为。 

第四章 评审规则 

 第十三条 评审程序： 

1．各校组委会对报送项目进行资格审查；各校评委会对报送项目进行认真初评； 

2．组委会秘书处对各高校选送的项目进行资格审查，确定立项资格的，不合格的作品取

消参赛资格； 

3．评委会应于评审开始时在主任主持下召开评委会全体会议，听取组委会对竞赛有关情

况的通报。 

第十四条 评审过程中综合考虑项目的科学性、创新性、可行性、影响度、现实意义等方面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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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项目实施过程中运用科学的方法，结论真实有效，形成较为科学的研究成果或结

题报告。 

创新性：选题具有前瞻性，能够创造性的开展工作，体现专业特色，成效显著。 

可行性：成果充分考虑时间、人力、资金等因素，具备现实转化前景，项目具有持续性，

能够在更大的范围进行推广。 

影响度：团队注重宣传报道，项目产生积极社会效应，引起广泛关注。现实意义：选题紧

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切合城市运行管理真实需求，成果具有广泛应用价值和现

实推广性。 

其他因素：答辩展示、团队合作、新媒体使用等。 

第十五条 评委会在本章程和评审规则基础上制定评审实施细则。 

第五章 奖 励 

第十六条 各高校组织校内选拔赛，推荐优秀项目参加市级比赛。评委会对立项项目进行

复审，评出总数的30%左右进入决赛。决赛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各

奖项分别约占进入决赛作品总数的5%、10%、15%、30%和40%。 

第十七条 获奖的作品，确认资格有效的，由组委会向团队颁发证书和纪念奖杯或奖牌，

并视情况给予相应项目奖金。 

第六章 经 费 

第十八条“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的各项经费由组委会负责筹集。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章程自组织委员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由大赛主办单位及组委会秘书处负

责解释。 

 

有关“知行杯”最新信息可查询团市委学校部网站：www.shyout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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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知行杯申报书样表 

项目编号  

 

第四届“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 

 

项目申报书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负 责 人                           

           所  在  学  校                           

           填  表  日  期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二○一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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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基

本

信

息 

负责人  性  别  出生年月  

学校全称  专业年级  

现学历  学  制 年 入学时间  

项目全称  

申报类别 （   ）A.议题研究     B.项目方案    C.实践总结 

通讯地址  
邮  编  

电  话  

指导老师 

姓  名  职  称  

单  位  研究领域  

其

他

成

员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学  历 所在单位 

     

     

     

     

     

校团委 

推荐意见 

 

          往届知行杯申报书样表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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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的 

 

项目的实际应用价

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项目计划与进度 

  

 

       往届知行杯申报书样表 

 

项目摘要 

（要求不超过 500字） 

项目详细内容 

（可附页） 

评审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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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知行杯”我校进入团市委中期评审阶段项目申报书样表 

（周怡老师提供） 

 

项目编号  

 

 

 

第四届“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 
 

项目申报书 
 

 

 

 

 

           项  目  名  称    上海大调解模式调查与调解实践服务      

           项 目 负 责 人                吴冬晨                    

           所  在  学  校             上海政法学院                 

           填  表  日  期            2012 年 6月 15日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二○一二年六月 

 



上海政法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工作指导手册(2013 版) 

 第 21 页 共 57 页 

项目

基本

信息 

负责人 吴冬晨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90 年 12月 

学校全称 上海政法学院 专业年级 民商法 09级 

现学历 本科在读 学  制 4年 入学时间 2009年 9月 

项目全称 上海大调解模式调查与调解实践服务 

申报类别 （ A ）A.议题研究     B.项目方案    C.实践总结 

通讯地址 上海市外青松公路 7989号 
邮  编 201701 

电  话 15921139336 

指导老师 

姓  名 周怡 职  称 讲师 

单  位 上海政法学院 研究领域 管理学 

其他

成员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学  历 所在单位 

范家东 男 19 本科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 

顾肖霞 女 19 本科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 

朱艳君 女 19 本科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 

刘嘉琦 女 19 本科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 

徐倩晶 女 19 本科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 

校团委 

推荐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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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的 

为了适应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总体要求，积极完成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奋斗目标，配合上海市团市委的

工作要求，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拟立项开展上海大调解模式

调查与调解实践服务，结合所开调解专业优势，培养需求型人

才，更好地服务社会。通过大学生社会实践，提高学生动手实

践、团结协作、沟通交流等综合能力。 

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

和现实指导意义 

该项大学生社会实践方案具有可行性，并且具有很高的现实意

义和预期价值。该项目结合我院专业建设实际，从调解的基本

理论入手，通过深入基层实践和做调查问卷的方式，逐步对各

区县调解模式进行调研，分析各调解模式的特色，并且从调解

理论和实践应用对调解进行探析，同时了解基层用人单位对于

调解人才的基本素质要求，为我院即将开设的人民调解专业课

程设置提供了参考依据，为人民调解专业的案例库建设提供丰

富的素材。 

项目计划与进度 

7.20-7.25，1.团队成员的培训；2.实践单位的联系；3.相关

媒体的联系；4.问卷的制作 

7.26-8.10,1.参与上海市部分区县司法所的调解活动，总结调

解流程，学习调解理论；2.司法所问卷调研 

8.11-8.15，1.知名媒体人、调解人采访；2.著名法学教师、

社会学教师、心理学教师采访 

8.16-8.30，1.撰写活动报告；2.视频、音频、文字、课件、

相片的整理与制作；3.简报的呈送；4.队员感想征集 

项目摘要 

上海政法学院 6 月 6 日宣布，今年将在全国率先开设法学(人

民调解方向)本科专业，首届面向全国招收 25名学生，学制四

年，授予法学学士学位，培养具有非诉讼纠纷解决尤其是具有

调解能力的专门人才。我院人民调解专业方向的设置正是满足

了大调解背景下调解专业人才紧缺的需求。我院拟借助“上海

大调解模式调查与调解实践服务”这一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项

目，通过带领大学生深入基层了解调解实务，进行各区县调解

特色调研，收集调查问卷等方式，为我院的人民调解专业建设

提供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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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详细内容 

见附页 

评审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上海大调解模式调查与调解实践服务 

     ——以上海政法学院人民调解专业为视角 

 

【活动主题】 

    推动转型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活动项目】 

    上海大调解模式调查与调解实践服务 

【组织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 

【活动意义】 

为了适应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总体要求，积极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的奋斗目标，配合上海市团市委的工作要求，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拟立项开展上海大调解模

式调查与调解实践服务，结合所开调解专业优势，培养需求型人才，更好地服务社会。通过大

学生社会实践，提高学生动手实践、团结协作、沟通交流等综合能力。 

调解专业建设，需注重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为调解工作培养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实

践技能的后备人才。上海作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特大型城市，正在积极培育和支持社会组

织作为独立第三方参与社会矛盾化解，加强调解工作信息化建设，并采取了建立专业调解工作

资料库、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信息库，试点建立调解人才基地等系列措施。目前已经考虑率先

试点探索培育职业化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工作者。调解的职业化发展，需要源源不竭的调解人力

资源。调解人才的培养，首先在于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随着现代调解的发展，更强调依法调

解，完备的法律知识和一定的专业领域知识不可或缺。另外，调解人才的培养，还要注重素质

的养成和能力的提升。与法官断案的权威来源不同，调解员的权威，除了法律知识的完备，更

在于道德修养、个人魅力、情理通达。这些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仅靠课堂和书本上的知识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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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够的，必须投身实践，包括校园同伴调解的实践，和校外调解机构的社会实践。社会永远

是让人明知事理的大课堂，让大学生到社会大课堂中动脑思考、动口说理和动手服务，是提高

科学思维能力、组织协调与交往能力、专业技能、以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等方面综合素质的有

效途径。 

【立项依据】 

    调解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内容，以其独特方式化解矛盾，调和冲突，平衡社会关

系，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十二五”期间，上海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

机遇期和转型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复杂，大调解机制应运而生。

近年来,上海市坚持调解优先原则，积极探索实践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矛盾调解新机制，

努力推动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实现了相关调解部门的职能融合、

网络组合、力量汇合，形成符合时代要求，具有上海特点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大调解工作体系

是上海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五大体系之一，也是创新社会管理重要品牌工程，其作用日益突

出，化解纠纷的数量越来越大。然而，目前政法系统特别是基层司法行政部门、基层调解民间

组织还缺乏大量具有法律知识的人民调解专业人员。 

    上海政法学院 6月 6日宣布，今年将在全国率先开设法学(人民调解方向)本科专业，首届

面向全国招收 25 名学生，学制四年，授予法学学士学位，培养具有非诉讼纠纷解决尤其是具

有调解能力的专门人才。我院人民调解专业方向的设置正是满足了大调解背景下调解专业人才

紧缺的需求。我院拟借助“上海大调解模式调查与调解实践服务”这一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项

目，通过带领大学生深入基层了解调解实务，进行各区县调解特色调研，收集调查问卷等方式，

为我院的人民调解专业建设提供数据资料。 

【活动内容】 

（一）学习了解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区别 

（二）司法所实践学习，亲身参与调解现场，结合各区县的调解特色，总结各种调解模式的优

缺点 

（三）新型调解模式（如媒体调解）的研究 

（四）探究调解理论和调解实践的差距与完善 

（五）了解国内外调解模式的差别和对国外模式的借鉴 

（六）结合上海政法学院学科建设，从调解员角度设计调查问卷，在基层司法所开展人民调解

专业的相关调研 

（七）结合上海政法学院学科建设，从普通民众角度设计调查问卷，开展人民调解专业的相关

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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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调解常见问题的应对策略和专业学习 

（九）调解专业课程设置建议与就业前景分析 

（十）撰写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制作成果集 

【项目特色】 

上海政法学院设立全新的人民调解专业方向，融合法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社会心理学、

伦理学等专业内容，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实务操作能力、沟通能力，较强的心理素质和纠纷解

决技艺，以适应社会实务部门的需求。 

    该项大学生社会实践方案具有可行性，并且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和预期价值。该项目结合

我院专业建设实际，从调解的基本理论入手，通过深入基层实践和做调查问卷的方式，逐步对

各区县调解模式进行调研，分析各调解模式的特色，并且从调解理论和实践应用对调解进行探

析，同时了解基层用人单位对于调解人才的基本素质要求，为我院即将开设的人民调解专业课

程设置提供了参考依据，为人民调解专业的案例库建设提供丰富的素材。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与理论研究相结合 

    社会调研与理论研究相结合 

    国内与国外理论研究相结合 

【活动时间】 

    2012年7月20日——2012年8月15日 

【活动宣传】 

    1.主动联系上海市级媒体和区级媒体 

    2.主动联系知名报社报道 

    3.活动现场的宣传 

    4.活动成果的展示 

【日程安排】 

时间段 具体工作 

7.20-7.25 1.团队成员的培训 

2.实践单位的联系 

3.相关媒体的联系 

7.26-8.10 三、参与上海市部分区县司法所的调解活动，总结

调解流程，学习调解理论。 

2.司法所问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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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区县的调解特色 

（2）各区县中，人民生活中哪方面的矛盾比较多 

（3）各区县中，百姓遇到纠纷矛盾，愿意或者需要

司法所进行调解的案子数量 

8.11-8.15 1.知名媒体人、调解人采访 

2.著名法学教师、社会学教师、心理学教师采访 

8.16-8.30 1.撰写活动报告 

2.视频、音频、文字、课件、相片的整理与制作 

3.简报的呈送 

4.队员感想征集 

5.准备评优答辩 

【预期成果】 

    本项目除了解决【项目内容介绍】的相关问题，还会形成不同形式的报告，如果材料足够

丰富可以出版一本书。 

    具体成果形式： 

    1.社会实践报告1份 

    2.简报、简讯若干份 

    3.活动照片、视频、音频若干 

    4.队员感想、日记若干篇 

    5.单位共建证明材料若干 

    6.社会报道宣传材料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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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知行杯”上海市三等奖我校项目申报表样表 

（李月华老师提供） 

 

项目编号  

 

 

 

第四届“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 
 

项目申报书 
 

 

 

 

 

           项  目  名  称 大学生团员关爱社区矫正人员及调研活动 

           项 目 负 责 人           宋丽敏                         

           所  在  学  校     上海政法学院                         

           填  表  日  期    二〇一二年八月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二○一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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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基本

信息 

负责人 宋丽敏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91.10 

学校全称 上海政法学院 专业年级 法律系民商法专业 1043班 

现学历 本科在读 学  制 四年 入学时间 2010.9 

项目全称 
团旗飘扬进社区暨大学生团员 

关爱社区矫正人员及调研活动 

申报类别 （ C ）A.议题研究     B.项目方案    C.实践总结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7989号上海政法学院 

邮  编 201701 

电  话 18801752502 

指导老师 

姓  名 李月华 职  称 讲师 

单  位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

学院 
研究领域 历史、法律 

其他

成员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学  历 所在单位 

周继承 男 21 本科 上海政法学院 

吴仪 女 21 本科 上海政法学院 

董帅君 男 20 本科 上海政法学院 

林晓敏 女 20 本科 上海政法学院 

周源博 男 21 本科 上海政法学院 

杨梓 男 19 本科 上海政法学院 

姚佳慧 男 21 本科 上海政法学院 

蒋林兵 男 21 本科 上海政法学院 

张亮 男 20 本科 上海政法学院 

李兆杰 男 20 本科 上海政法学院 

姜艳红 女 22 本科 上海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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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团委 

推荐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项目目的 

大学生志愿者为社区服刑人员及其家属提供帮助，尽可能的解决他

们心理、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尽量消除其生活环境对其特

殊身份所产生的不理解、不信任；调研服刑人员生活、工作中的需

求，并通过对比司法所提供的帮助找出二者之间的偏差，为司法所

的管理工作提供建议。 

项目的实际应

用价值和现实

指导意义 

针对社区矫正人员这一特殊群体在社区生存环境中遇到普遍排斥

的现象，由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其生活中，为服刑人员及其家属进行

心理、生活等方面的关爱活动，消除社区服刑人员及家属的负面情

绪，减少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大学生通

过此次实践活动，能够提高自己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

通过项目调研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实践提供改良性建议。 

项目计划与进

度 

（一）、成员招募 2012.6.6—2012.6.8。 

（二）、前期培训 2012.6.9—2012.6.15。 

（三）、准备阶段 2012.6.18--2012.6.22。 

（四）、实践阶段 2012.6.25--2012.7.15。 

（五）、调研材料整理：2012.7.16--2012.7.30。 

（六）、后续工作  2012.8.1--201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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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团旗飘扬进社区暨大学生团员 

关爱社区矫正人员及调研活动 

 

为了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团 9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响应“十二五”

规划的号召，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充分发挥大学生实践中的能动性作用，培养大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的能力，体现大学生在实践中调查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关爱社区服刑人员及其家

属的心理健康，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的需求，争取能给相关部门在更好的满足社区服刑人员的需

求上和改善对社区服刑人员管理上提供建议，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法律学院大学生团员拟开

展团旗飘扬进社区暨大学生团员调研社区矫正人员需求及关爱活动。项目的详细方案如下： 

四、基本情况 

项目摘要 

该项目在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与青浦区司法局赵巷司法所共同

指导下，以上海政法学院 12 名大学生志愿者为主体，深入青浦区

赵巷镇司法所开展了多次与服刑人员集体面对面的大型活动，进行

了若干社区矫正对象的个别访谈，以及家访、普法宣传和法律咨询

活动等，建立了与社区服刑人员的长期帮教结对关系。发放社区矫

正方面调查问卷 500份，就社区矫正人员需求情况及普通居民对社

区矫正的了解程度进行了调研分析。 

项目详细内容 

见附件一 

评审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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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宗旨及简介 

    项目宗旨：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团 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响应“十

二五”规划的号召，有效利用大学生的智力资源，积极参与社区共建计划，增强大学生社会实

践和调查研究的能力，体现我校大学生的青春活力和学以致用、服务上海的精神，运用法律学

院与青浦区赵巷司法所共建中双方各自的优势，推进双方在创新争优、报国争先和构建和谐社

会上再上新的台阶。 

简介：本次活动主要在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与青浦区赵巷镇司法所共同指导下，由大学

生志愿者在为社区服刑人员及其家属提供帮助的同时，通过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调查研究，尽可

能的解决他们心理、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了解他们的切身需求。尽量消除其可能存在的对社

会的不理解、信任的感觉，减少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区矫正对象早

日解除矫正，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二）社区服刑人员概况与现状 

近年来，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被施以社区矫正的人员有缓刑、假释、管

制、保外就医和剥权人员社区服刑人员数量有了新的增长。据统计我国 2003年-2008年末在

册社区服刑人员分别为 3219人、4921人、4991 人、5445人、5939人、6226人。截止 2010

年 2月底，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已在 31个省（区、市）的 304个地（市、州），2053个县（市、

区），26676个乡镇（街道）展开，分别占全国地（市、州）、县（市、区），乡镇（街道）建

制数的 91%、72%、65%。北京，上海、江苏、浙江、重庆、天津、湖北、安徽、云南、河北、

内蒙、海南、山西 13个省（区、市）已经在全辖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山东、广东、四川也

在有序全面推开。各地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 642779 人，累计解矫 345392 人，现有社区服刑

人员 277897人，占全国监外执行罪犯总数的 72%。上海、江苏、浙江、云南、福建、海南等

地出现外国籍和香港台湾籍社区服刑人员。现有社区服刑人员当中，管制犯占 2.9%，缓刑犯

占 72.8%，假释犯占 12.7，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占 3.6%，剥夺政治权利罪犯占 8.0%。而在上海

市，截至 2008年 12月底，全市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 22538人。这些人的主观恶性不大，对

社会危害性不大，可准予在社区执行，依靠社会的力量对其进行教育，促使他们早日改正，重

新回归社会。但是也应看到这种制度存在的弊端，因为其在社区服刑，即可直接接触身边的人，

调查表明社会上 61.4%的人对社区服刑人员不信任，因此在心理上必会对其有所防备，这不利

于服刑人员的思想改造。而对其家属而言，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无疑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

目前，社会上已有组织开始关注社区服刑人员这一特殊群体，但是对隐藏在这一群体身后的人

—他们的家属却罕有人关注。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上世纪 90年代后，在非监禁制度适用比较完善的国家，都确立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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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需要评估”与“矫正项目”为核心的制度矫正方法、体系与制度。根据矫正需要原则，

矫正要考虑罪犯的“犯罪性需要”，并且以犯罪性需要为根据安排矫正项目。这样，才能达到

一个很好的矫正效果。然而在我国，这种矫正需要的评估一种没有得到实施和重视，这其实也

是我过社区矫正急待突破的地方。 

根据初步了解的情况，赵巷镇现有社区服刑人员 13人，服刑人员存在跟家庭成员的矛盾，

需要心理疏导；另外，赵巷镇司法所有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关爱活动，根据这些情况将服务

对象分为三类：无危害性的服刑人员自身、服刑人员年迈的父母、服刑人员未成年的子女。 

根据对赵巷镇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了解，虽然司法所的工作在全区具有示范性作

用，但在对社区矫正的需求评估上，所里并没有相关的矫正工作事项，因此就很难进行科学全

面的了解社区矫正对象的需求。当然这其实也是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中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问

题。 

（三）项目实施的意义 

1、本次活动针对的对象是被施以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及其家属。这些人的主观恶性较小，

但又触犯了刑法必须给以刑事处罚。他们在社区中服刑过程中能与身边的人直接接触，社会上

的评价会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很大影响，从这一方面来说并不利于他们思想的改造。而他们的家

属因为他们也可能受到的身边人的非议，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困扰，尤其对儿童，对他们的心理

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而且犯人的家属对犯人思想改造方面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对这些服刑人员

的家属提供心理、生活等方面的帮助辅导有助于对服刑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 

2、本次项目为服刑人员及其家属进行心理、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帮教，能有效地避免家

属因服刑人员犯罪而造成心理上的阴影既而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念头，将社会潜在的不稳定

因素扼杀于摇篮中，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3、对在关爱他们的同时，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犯罪性需求进行调查研究，既可以了解他们

的犯罪动机，知道他们的犯罪需求，在社区矫正中针对他们的需求进行专门性的矫正活动，对

他们早日完成矫正，重新生活，避免再次触犯相同的罪行有重要的作用。 

4、大学生能通过此次活动深入实践。在实践中了解社会的现实情况，在实践中检验、发

展、完善理论，在实践中提高自己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能通过自己亲身参与的

调查研究，提高自己的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彰显青春的活力，服务上海司法。 

二、项目目标 

（一）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对其家庭成员进行帮扶，达到预防再次犯罪目的。 

（二）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犯罪性需求进行调查研究，既可以了解他们的犯罪动机，知道他

们的犯罪需求，在社区矫正中针对他们的需求进行专门性的矫正活动，让他们早日解除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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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生活。为改善对社区服刑人员管理上提供建议，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项目管理团队 

（一）上海政法学院主要负责人： 

指导老师（联络人）：李月华 

学生负责人：周继承、宋丽敏 

（二）赵巷镇主要负责人：  

指导老师（联络人）：王兰珍 

四、项目实施过程 

（一）事务性工作：双方联络人互通基本情况，互换所需服刑人员信息、大学生志愿者

名单等信息，共同安排共建签约、启动仪式等事宜。 

（二）双方共建签约、启动仪式 

时间：6月中旬 

出席：双方领导、项目组大学生志愿者 

地点：上海政法学院或赵巷镇综合治理中心 

必要准备：会场布置、邀请媒体 

（三）实施组织形式 

该项目的组织工作由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承担，涉及服刑人员对象和实习开展形式安

排由赵巷镇政府协助组织。其中，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负责项目成员的招募、培训，赵巷镇

政府负责实习开展形式的安排、实习岗位的落实及实习鉴定的书写。 

（四）项目阶段及时间计划 

一）、成员招募 2012.6.6—2012.6.8 

已经完成，招募成员 12人，其中 1人家住青浦，其余人住学校。 

二）、前期培训 2012.6.9—2012.6.15 

（1）社区矫正的培训及调研指导。邀请我校司法所社区矫正研究中心的刘强老师主讲，参

加刘老师研究小组的马晓同学、姚佳慧同学具体指导。（已落实） 

（2）心理健康辅导培训。邀请我校社会管理学院周志宏老师主讲，请我院辅导员肖诗来老

师具体指导。（已落实） 

三）准备阶段   2012.6.18--2012.6.22 

1.  2012.6.18--2012.6.19 

（1）深入社区矫正工作地点，与社工接触，了解矫正工作的基本情况和服刑人员的犯罪、

家庭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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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着安全、可行、有效的原则，依据设定的条件筛选，大致确定帮教对象及帮教地点，

并取得其本人和家属的同意。 

（3）项目组设组长、副组长各 1人，将成员分成 4个小组，每组结对 1-2个社区服刑人员。 

2.  2012.6.20 

（1）项目组成员讨论帮教具体对象情况，制定帮教计划和调研计划； 

（2）必要的准备：包括志愿者的生活物资，如：帽子、风油精、扇子、解暑药，也包括各地

点各成员的联系方式等。 

3.  2012.6.21--2012.6.22 

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培训辅导，设计调查问卷。 

四）实践阶段   2012.6.25--2012.7.15 

1.  2012.6.25--2012.7.13  

正式深入社区对服刑人员家属提供帮教辅导，并于此同时，展开对社区服刑人员需求的调

查研究。 

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时间 具体安排 

6.25--6.2

7 

主要针对服刑人员提供帮助（关键看服刑人员需要什么帮助，为比如年纪

偏大、无人赡养的服刑人员其提供生活上力所能及的帮助；心理上，与其

沟通交流，进行心理上的辅导）。通过“破冰游戏”（心理学上的）在沟通

的同时通过邀请他们填写调查问卷和进行访谈来了解他们的需求。 

6.28--6.3

0 

主要针对服刑人员年老的父母提供帮助（对其父母进行心理上的抚慰，并

就具体情况帮助父母与服刑人员之间的沟通），同时也通过邀请他们填写调

查问卷和进行访谈来了解他们认为社区矫正人员的需求有哪些。 

7.2--7.13 主要针对服刑人员的子女提供帮助，通过帮助其子女来满足社区矫正服刑

人员对社区帮扶的需求。 

2.  2012.7.14--2012.7.15 

小型联欢会。 

举办地点有两个方案。方案一：在政府某会议室或社区举办；方案二：邀请他们来我

们学校，一方面带他们参观我们学校，一方面利用学校空教室开展联欢会。 

五）调研材料整理：2012.7.16--2012.7.30 

收集好每次的调查问卷和访谈记录,进行数据初步处理，将调查的信息输入 SPSS的

分析软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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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后续工作  2012.8.1--2012.8.30 

时间 事项 

2 012.8.1—2012.8.5 个人感想 总结 

2012.8.6—2012.8.8 微博及博客 相应材料的准备  

2012.8.9—2012.8.12 访谈稿 整理分析 

2012.813—2012.8.20 调查问卷的数据整理与分析 

2012.8.21—2012.8.23 视频剪辑制作、照片等材料整合  

2012.8.24—2012.8.30 完成易班互动和博文（每人一篇）、活动总结的撰写 

五、特殊预案 

（一）安全预案。 

1、与社工交流过程中排除危险性较强的服刑人员； 

2、深入服刑人员家中时，必定有社区人员陪同，确定其安全能得到保障； 

3、每名志愿者手中都有一份小组各成员的联系方式和各社区保安人员电话。保证遇到紧

急情况时，能最快的速度联系到帮助； 

4、食品安全，尽量在校内吃，若不行，则找安全有保障的地方吃； 

5、乘车安全，一起结伴乘公交，注意安全，具体负责人员负责； 

6、开会给大家讲述如何保护自身安全方面的知识； 

7、两名学生负责人全程负责，一旦有紧急情况立即赶到地点，联系社区和辅导员等及时

解决。 

（二）如果遇到不可预见性情况阻止项目实施时，项目顺延到条件适合时继续进行。 

六、项目资源 

（一）人力资源：培训教师由上海政法学院安排、社工由赵巷镇政府安排 

（二）物质资源：项目经费由上海政法学院精神文明项目提供主要部分、路费由项目组

补贴部分、午餐由赵巷镇政府提供 

（三）需购置物品：项目组志愿者所需统一 T恤衫、帽子、打印调查问卷等。 

七、项目经费预算 

  乘车费用：600元 

吃饭：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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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物资（如统一 T恤衫、帽子、扇子、水、风油精、解暑药等）与打印材料等：800元 

培训费用：400元 

联欢会奖品（如学生学习文具等）：200元 

合计：3000元 

八、志愿者管理 

    1、签到制：按照上海政法学院实习管理制度，参加成员应该每天到岗，实行签到制，作

为实习考核的依据。如有特殊情况需向项目负责人请假。 

2、津贴制：给予志愿者防护品、路费等方面的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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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关于开展 2013 年上海政法学院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暨第五届“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启动的通知 

各学院、研究生部： 

  为进一步引导我校青年学生将个人梦想融入到中国梦中，充分发挥社会实践作为加强和改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途径的优势。现将关于我校 2013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通知如下： 

  一、社会实践主题 

  青春助力中国梦 城市因我更精彩 

  二、相关内容 

 （一）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根据团中央统一部署和要求，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全团“我的中国梦”教育实践

活动部署为契机，在前期基层需求调研的基础上，继续开展科技支农、政策宣讲、国情考

察、文化宣传、医疗卫生服务、教育帮扶、生态环保、法律援助等实践活动。 

 （二）第五届“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 

  第五届“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将从城市运行、生态环保文化建设、科技创新、

医疗卫生这五大方面入手，鼓励大学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上海的诚实管理，充分发挥我校师生

的专业特长和组织优势，走进社会、亲身体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三、活动要求 

  1、加强前期培训。 

  各学院根据《上海政法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工作指导手册》，结合学院专业优势有序的推进社

会实践工作。在学校组织的统一培训基础上，可根据需要自行安排关于选题方向、调研方法、

成果总结等方面的培训，进而遴选团队，确定立项。 

  2、对接 

  今年团中央、团市委将进一步完善了基层需求发布和对接网络平台，校团委将登陆全国大中

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官方网站，将我校社会实践意向在“实名注册对接平台”上进行

注册、登记，由校团委和县级团委选择对接（详细发布、对接流程和办法见官方网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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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5日前，校团委将实际组建的我校市级、校级、院级重点团队信息在网络平台上登记备

案。 

  3、鼓励跨学院跨专业合作。 

  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鼓励跨学院、跨专业、跨年级的学生组成团队，结合各自学院的特长

一起完成项目，每个实践团队必须选派 1名相关专业教师进行全程指导。 

  4、注重整体宣传。 

  鼓励各团队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资源，在活动前期准备、中期实施、后期总结的各个阶段，对

项目进行全程的宣传。 

四、参赛资格 

1、大赛面向上海政法学院全体在校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参赛对象为 3名以

上学生组成的团队。 

2、大赛欢迎跨专业、跨年级、跨学院的学生组成团队，但统一以主要负责人所在的学院

为申报单位；各团队需指定 1名同学为联系人，并配备 1名指导老师。 

3、出现以下情况，自动免除参赛资格：违背法律和法规；内容不健康；涉嫌舞弊，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内容不属实，弄虚作假；与公益理念相违背；组委会认为的其他不当行为。 

五、项目要求 

项目包括课题调研、社会调研和志愿服务三大类。 

1、课题调研类。以界定问题为主，针对与本次大赛主题相关的科技、卫生、文化等相关

内容，进行调查研究，形成有价值的调研报告。 

2、社会调研类。以提出问题为主，策划操作性高、具有社会效应的工作计划。 

3、志愿服务类。 

4、鼓励参加本年度创新创业项目、挑战杯及寒假社会实践部分项目报名参加。（参考项

目信息参阅本手册附录三），，同时，因“知行杯“申报表类似于暑期社会实践申报表，请我

校今年各暑期社会实践项目申报团队保留好申报表电子版。 

 六、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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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于 2013年 5月 14日正式启动，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进行校内筛选和市级选

拔，校团委将对设计较好的项目进行立项；第二阶段，在各项目完成之后，进行综合评审，表

彰优秀项目团队和个人。 

（一） 立项 

1、5月 14日，本手册及通知下发； 

2、5月 28日（周一）下午 16:00前，各二级学院将本学院项目申报书（详见附件一）双

面打印（各学院申报数量不少于 10件）统一收齐后报送校团委社会实践部学生活动中心 201

室（值班时间：5 月 20 日-5月 23 日，每天中午 11:35-12:50，下午 16:20-17:30），并将所

有作品的电子版申报书以学院为单位统一收齐压缩后发到校团委社会实践部邮箱

（shupl_shsj@126.com），请勿出现参赛队伍自行上交的情况。 

注：申报材料纸质、电子缺一不可。 

3、6月 4日，校团委将组织进行暑期社会实践申报项目评审，由评审老师对项目进行最

终评审并给出指导意见，确定此次上海政法学院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所有立项项目，并确定向市

级比赛申报的项目。 

4、6月 1 日，市级申报项目向校团委社会实践部提交最终修改好的项目申报材料，由校

团委统一向市级申报。 

（二）结项 

1、开学一周内，各学院自行组织安排各项目进行结项材料的准备。 

2、开学第二周，上交完整版结项材料。 

3、结项材料包括： 

①结项申请表（必交。详见附件二） 

②项目成果展示材料（必交。课题、调查研究类项目为调研报告、志愿服务类项目为活

动纪实）； 

③项目成员感想汇编（选交。篇幅不限，可包括所有项目成员的个人总结、日记等）； 

④实践项目新闻通讯稿 3篇（必交。每篇 200 字左右）、 

⑤在微博、人人或其他宣传媒体上建立的本项目宣传阵地佐证材料若干（截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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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照片（必交。最少五张，最多二十张，照片拍摄规范，图像清晰，突出活动主题，照

片右下角下不含有日期展示）。请将照片和文字材料分开存放 

⑦实践队伍拍摄编辑的 DV短片（选交。以光盘形式提交）。 

七、评审标准 

对于参赛作品，大赛将综合考虑以下四方面因素： 

公益性：作品要围绕公益目标，考虑人力和资金投入与社会价值（包括直接和间接影响，

即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宣传带动作用）的比率。 

创新性：一是没有被研究过的社会问题，二是虽有过类似研究但未涉及过的公益服务项

目；三是虽有公益服务项目但未被付诸实践行动。 

可行性：方案要充分考虑时间、人力、资金等因素，设定切实可行的目标。 

适用性：作品应具有在更大范围进行推广的可能。 

八、资助、奖励及报销 

1、选题分市级、校级、院级 A、B、C三个等级，资助力度不同。 

2、立项活动经费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3、活动应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杜绝铺张浪费。 

4、经费下拨采取“给额度，后报销”的方式，在活动结束并通过验收后予以报销。先期

将给与确认立项资助 50%的启动资金，开学结项时达到要求的项目，凭发票报销剩余的资助资

金。凡是被重要媒体报道、获得团中央、团市委立项的项目，校团委将根据实际

情况追加资助金额。 

5、项目奖项：校团委将根据实践具体成果评选出若干奖项，获奖团队及个人将相应授予

“2013年上海政法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团或个人”荣誉称号。 

6、财务报销的相关规定请参阅附件三 

    九、活动要求 

     1、组织、指导 

各团总支请广泛宣传、积极动员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并加强指导，做好培训、项目审核等

工作，随时为实践团队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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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目管理 

各团队须配合校团委社会实践部及各学院团总支的实时管理，并协助处理相关问题。 

     3、宣传报道  

各团队应积极争取传媒的支持，主动与电视台、电台、报刊杂志、网站等新闻媒体联系，

加强宣传报道，扩大我校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力。 

     4、信息报送 

各团队在每一次活动结束后两天内要即时上交新闻稿及团队成员活动照片（照片要求像素

高、主题鲜明）至校团委实践部。选择专题调研类的团队须附有数据资源等。 

     5、拓展共建项目与基地 

各团队在实践过程中要加强共建项目建设意识，及时将新建立的社会实践共建项目及基地

上报校团委社会实践部。 

     6、活动安全 

各团队在实践过程中须由指导老师随队指导，在活动前做好安全培训，活动中注意人身财

产安全。 

联系人：蒋存耀  潘彤璐             

联系方式：021-39225051*803  13636474704 

E-mail:shupl_shsj@126.com   ptl0123@126.com 

 

附件一：2013年上海政法学院暑期社会实践项目申报书 

附件二：2013年上海政法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结项申请表 

附件三：关于 2013年暑假社会实践财务报销的相关管理规定 

附件四：2013年上海政法学院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申报项目总结 

 

 

                                              共青团上海政法学院委员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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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项目编号  

 

 

 

2013 年上海政法学院暑期社会实践 

项目申报书 
（请双面打印）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负 责 人                           

           所  在  学  校    上海政法学院           

           填  表  日  期                           

 

 

 

 

 

共青团上海政法学院委员会 

二○一三年五月 



上海政法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工作指导手册(2013 版) 

 第 43 页 共 57 页 

项目

基本

信息 

负责人  性  别  出生年月  

学校全称  专业年级  

现学历  学  制 年 入学时间  

项目全称  

申报类别 

（请打勾） 

社会调查、课题调研、国情考察、 

              法律援助、理论宣讲、志愿服务、其他 

通讯地址  
邮  箱  

电  话  

指导老师 

姓  名  职  称  

单  位  研究领域  

其他

成员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学  历 所在单位 

     

     

     

     

     

项目背景、目的、

意义 

（不够可附页） 

 

项目主要内容及

开展步骤 

（不够可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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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预期方

式及宣传计划 

（不够可附页） 

 

项目预算 

（不够请自行添

加行） 

序号 购买物品 用途 单价 数量 总计 

      

      

      

总额： 

指导教师意见 

 

 

                              签字盖章： 

                                  日期： 

学院团总支意见 

建议申报等级（市级、校级、院级）：                      

  

 

                               签字盖章： 

                 日期： 

学院党总支意见 

                        

 

                              签字盖章： 

                日期： 

校团委意见 

                        

                        

                             签字盖章： 

               日期： 

最终评定等级  

表格及另附页字体统一为：标题：黑体三号，正文：宋体小四，行距 22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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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上海政法学院 2013 年暑假社会实践 

 结项申请表（请双面打印） 

项目名称  学院  

学生领队  联系方式  

指导老师  联系方式  

 

 

 

活动材料 

参与学生：____人； 

活动持续：____天； 

开展活动：____场；（请罗列，

不够请写入项目总结中） 

 

 

 

 

 

活动视频：____分钟； 

问卷下发：____份， 

回收：____份； 

表扬信：____封； 

媒体报道：____处（请罗列，并写入项

目总结中） 

其他材料： 

（如有以上内容，请写入项目总结中） 

项目经费 

使用情况 
 预算金额 

 
实用金额 

 

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签名： 

学院团总支意见： 

 

 

 

         团总支书记签名： 

学院党总支意见： 

 

 

 

 

            学院党总支盖章： 

校团委意见： 

 

 

 

 

             校团委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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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开展情况总结、宣传成果及项目成果展示（不够请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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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关于 2013 年暑假社会实践财务报销的相关管理规定 

  根据学校计财管理相关制度，特制定本规定。 

  1、所提交发票必须是正规机打发票（手写发票无效，须包含发票代码和发票号码、商户盖

章，三者缺一不可）。 

  2、所提交发票金额、商户名称须清晰可辨。 

  3、发票抬头：上海政法学院。 

  4、发票的开票日期必须是 2013年 1月 1日以后。 

  5、发票背面须用铅笔签写付费人姓名及购买物品名称和数量。 

  6、鼓励公务卡消费。使用公务卡消费须提交签了名的签购单及发票，两者缺一不可。 

  7、金额在 200元以上的发票，需提交商户提供的购买物品打印清单，清单内容手写及清单

金额与发票金额不符无效。 

  8、单张金额超过 1000 元的发票，不予现金报销，只能转账对商户。 

  8、以学院为单位，开学两周后前统一交发票及各学院 2013年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发票记录单

（见附件），并由团总支书记签名后，统一交至潘彤璐（13636474704） 

  9、内容为：会务、娱乐、健身、电影等，及停车费、加油费、高速公路过路费发票不予报

销，火车票、出租车发票、地铁票、公交车票可以报销，除火车票外，出租车发票、地铁票、

公交车票总金额建议不超过所属项目总金额 30%。 

  10、除以上内容外，未写明之处根据我校计财管理制度执行。 

 

   附件：2013年暑期社会实践各学院发票记录单 

 

 

 

                                             共青团上海政法学院委员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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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暑期社会实践各学院发票记录单 

（请双面打印、表格中内容手写无效） 

学院名称： 

序号 发票内容 发票金额 发票号码 备注 

     

     

     

     

     

     

     

     

     

     

     

     

     

     

     

     

团总支书记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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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13年上海政法学院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申报项目总结 

  本次寒假社会实践共接到申报项目 94项，最终立项项目为 52项，立项率达到 55%。各学院

申报立项情况如下： 

序号 学院 申报数量 立项数量 立项率 

1 法律学院 9 7 78% 

2 经济法学院 13 9 69% 

3 国际法学院 6 2 33% 

4 刑事司法学院 5 4 80% 

5 经济管理学院 5 2 40% 

6 社会管理学院 12 7 58% 

7 外语学院 8 1 13% 

8 国务学院 10 4 40% 

9 文学院 8 6 75% 

10 高职学院 14 8 57% 

11 研究生部 4 2 50% 

 

   未予立项的项目所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活动时间不明确，立项申请书中未写明方案具体实施时间 

2、和项目所属学院专业性质不符，专业不对口 

3、项目操作可行性较低，天马行空想法过多，不切合实际 

4、活动内容较空泛，没有实质的项目内容 

5、服务地域不集中，人员分散并且资助经费分散 

6、实践时间不合理，太长或太短 

7、项目主题缺少意义，活动没有明确想要取得的预期成果 

8、项目主体缺少独创性，重复项目太多 

9、寒假时间有限不利于项目开展。 

   鉴于以上问题建议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在申报过程中首先要充分考虑项目的可操作性、独创

性。此外，项目立意和内容既要严格符合主题，又要充分结合发挥本学院的专业特长。最后要

根据暑期这一特定的时间条件考虑立项内容，因地制宜的开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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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我校2013年创新创业项目已通过中期检查项目名单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电话 

201211835004  
上政社团对上政校园文化的影响分析机

制--以48个社团为实证样本 
车玉洁 18801753439 

201211835005  外贸创业企业营销策略学生培训项目 廖  堃 18817827490 

201211835008  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咨询 李士玉 18801752521 

201211835012  犯罪学学习模式改革 房建亮 18801753679 

201211835013  
关于《刑法修正案八》未成年人轻罪的

研究 
徐  锴 18817373670 

201211835014  犯罪学学习模式改革 鲍  政 18817929301 

201211835015  社区矫正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钟旭芬 15921179098 

201211835017  
关于调查娱乐性比赛中参赛选手权益保

障问题 
白宝宝 18817827738 

201211835075  法律诊所 倪晶蕾 13601729874 

01211835018  
上海市地铁站乞讨者对社会影响的调查

研究 
何民姣 18655671288 

201211835019  
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问题调查报告——

以上海市九亭区茵芳幼儿园为例 
潘石仁 18801753069 

201211835021  校园内废旧自行车的革新与回收再利用 王  威 18817827432 

201211835022  道路交通事故中弱势群体损害赔偿调研 张容棵 18817329531 

201211835023  上海市法律英语人才市场调查 谢爱婷 18801753164 

201211835025  
网络言论自由、言论责任与实名制的关

系研究——以上海政法学院为例 
张煦晔 18817329412 

201211835029  老年人法律社会研究 高晨洋 18817328760 

201211835031  上海市老年人的养老模式研究 陈梦莹 18817928878 

201211835067  “两品一学”创新体系探索 苏振华 18234935438 

201211835066 
城市安全视角下的黑车市场现状调查分

析——以上海高校周边为例 
郑树明 1364189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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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835179  来沪儿童心理调查 宋露菲 18817374451 

201211835117  
2011-2012年度中国社区矫正的回眸与

展望 
马  晓 18801743643 

201211835123  调查研究法律在基层社会的普及 李德锐 18817328792 

201211835125  医疗纠纷调节模式实物 潘春青 18801753485 

201211835130  
关于“三禁止”运作、效果的调查报告

——以上海区县为分析样本 
潘自强 18801753785 

201211835131  上海市民对法律的认知、关注与期待 崔亚楠 18801753901 

201211835204  上海市青浦区农场经营状况调查研究 孙梦怡 18817373850 

201211835205  上海轨交噪音对周边居民影响的研究 高  欣 13472885356 

201211835180  农村撤点并校之年轻人探讨 陈易元 18801753138 
 

201211835182  
“五趣法”在社会保障教学中的应用与

思考 
李月月 18801752682 

201211835183  
案主现状背后的亲属关系预估——基于

上海市在职社工调研 
张紫桓 18801752678 

201211835197  人民调解语言艺术研究 唐  立 18801753928 

201211835188  
重组家庭对子女的影响——以上海大学

生群体（重组家庭的子女）为例 
王  瑾 18817373901 

201211835192  
上海市出租车司机英语沟通能力的调查

与研究——以浦东新区为例 
周  琳 18817928321 

201211835220  
城市家庭在子女（高校）教育发展策略

方面的非理性之调查与研究 
吴瑛瑛 18817373751 

201211835199 学前教育的利弊及弊端解决方法 王珏慧 13801669227 

201211835084  
高校社团在丰富大学生生活促进学生成

才的分析——以华师大五星级社团为例 
徐玉芳 15021014115 

201211835085  
以暖翼爱心社为例的社会公益事业情况

调查 
张  莹 15216821544 

201211835145  宣传单对教育培训机构影响的分析和调 黄贝欣 18817839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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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201211835181  
浅析中国豆腐渣工程与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的关系 
肖裕梅 18801753089 

201211835198  架起爱心桥梁——上政小马公益行动 孙菲菲 18817329262 

201211835216  女大学生屡遭性骚扰现象的调查与研究 王慧婷 18817329449 

201211835373  农民工工伤事故调查及维权问题 王俣淇 18663133839 

201211835383  
社交网络学习及交流功能的开发应用研

究 
周瀚涛 18817827471 

201211835386  
大学生创业机会识别的训练——以教育

培训行业为例 
孙宋龙 15800847865 

201211835387  大学生走进 传承老文化 孟得超 13122889239 

201211835288  关于大学生早餐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马梦草 18817329672 

201211835344  
影响大学生对社会工作专业选择的因素

调查 
彭  晨 18817373708 

201211835345  
大学生非理性行为成因分析-以钓鱼岛

事件的参与为例 
龚  艳 15921259506 

201211835351  
大学生专业知识学习现状的研究—以上

海政法学院专业书籍阅读状况调查为例 
张  婷 18817373853 

201211835272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执法问题研究  许梦丹 13812822803 

201211835352 紫“器”东来——寻找失落的紫砂文化 郑昌慧 13585501578 

201211835301  
生源地差异与大学生行为------以上海

政法学院为例 
周晨霞 18817329263 

201211835307  让生命“走”的温暖——临终关怀 陶  静 18817329344 

201211835319  上政大学生心理素质调查 刘向华 18817373703 

201211835350 
社会分层理论视角下的城市居民幸福度

研究 
潘石仁 18801753069 

201211835351 大学生，你想转专业么？ 潘石仁 18801753070 

201211835355 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调查 李肖静 18018562286 

201211835334  大学生志愿服务现状，问题与对策 尚芷伊 13761422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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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835343  
影响大学生对社会工作专业选择因素调

查 
杨慧文 13621909686 

201211835244  农村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分析 周文博 18817839602 

201211835245  上海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困境和出路 王  丹 18721187161 

201211835251  异地医疗保险政策的缺陷 任迟新 13524673722 

 

我校2013年挑战杯申报项目名单 

序号 题目  申报者 学院 

1 刑事政策视野下经济犯罪的刑法配置——以吴英案为例 张  寒 研究生一年级 

2 
重新犯罪风险和需求评估研究综述——重新犯罪风险和需

求评估的因变量选择研究 
陈宝海 研究生一年级 

3 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问题研究 周  洁 研究生一年级 

4 政府网络评论员行政立法制度研究 郭  锦  研究生一年级 

5 论社区矫正中司法行政机关与社会协助组织的角色整合 马秀峰  研究生一年级 

6 论我国公民受教育权公益诉讼制度之建构 宋宇宁  研究生一年级 

7 
关于社区矫正禁止令运作、效果的实证研究——基于上海各

区县的调查分析 
潘自强  刑司学院 

8 上海市民对法律的认知、关注、与期待 崔亚楠 刑司学院 

9 
《地方政府合作应对突发事件的解决机制探析》-以黄浦江

“死猪事件”为例 
殷美玲 国际法学院 

10 未成年农二代犯罪之调研 王红宇 国际法学院 

11 小康社会的消费主义批判 姜海涛 国际法学院 

12 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公民信任度调查研究 陈憶婷 国际法学院 

13 
关于公共设施瑕疵行政问责制度的探究——基于对上海市

公民行政问责观的调查 
孙晓菲 国际法学院 

14 
网络言论自由、言论责任与实名制的关系研究——以上海市

高校为例 
张煦晔 社会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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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对农村教育“撤点并校”的实际探索——以甘肃省 G市 K乡

为例 
陈易元 社会管理学院 

16 
选课制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武汉市某重点院校与上

海市某二本院校的调查分析 
陈  晓 社会管理学院 

17 
社会分层理论视角下的城市居民幸福度研究——基于

CGSS2006的数据分析 
潘石仁 社会管理学院 

18 
网购对市场经济的影响的调查报告报告——以上海大学生

购书为例 
李廷薇 经济法学院 

19 微博侵犯隐私权之法律探析 陈一华 经济法学院 

20 人民调解的语言艺术 唐  立 文学院 

21 公诉案件和解的价值 蔡文婷 法律学院 

 

2013年我校寒假社会实践申报项目评审立项中 

建议放暑期实践的项目名单 

序号 
学院名

称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学生领

队 
领队联系方式 

寒假社实项目申报 

评审建议 

1 经济法 
法律知识普

及计划 
志愿服务 孙梦怡 18817373850 

予以立项，按我校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规定申报，拟匹配

1500 元项目资助等级和

500 元社会实践启动资

金。建议：和暑期社会

实践挂钩，和社团活动

结合；建议最后可编写

出：未成年人普法教育

读本等类似教材；建议

学院团总支和该项目带

队教师加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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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法 

内蒙古自治

区旗县农村

法律援助情

况调查 

社会调研 王  冠 13664023171 

予以立项，按我校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规定申报，拟匹配 750

元项目资助等级和 200

元社会实践活动启动资

金。建议和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挂钩，出详细报

告，形成具有可操作性

意见提供给当地实务部

门。 

3 刑  司 

美丽中国之

“发现新农

村，青年在行

动” 

课题调研 李红刚 18817373804 

不予立项。原因：项目

可行性不强，建议申报

暑假社会实践项目。 

4 国  务 

新北川，荒原

上崛起的绿

色科技新城 

社会调研 蔡鹏程 18817373884 

不予立项。原因：程序

不正确，缺少指导教师

和学院党总支意见。建

议申报暑期社会实践。 

5 国  务 

沂蒙---老红

区的现代农

业发展之路 

社会调研 赵向楠 18217697770 
不予立项。建议作为暑

期社会实践项目申报 

 6 高  职 
情系失独者

公益活动 
志愿服务 刘  捷 18817212264 

予以立项。200元启动资

金。要求提供活动照片

和视频。建议和暑期社

会实践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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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校团委、各学院团总支负责暑期社会实践教师及学生联络方式 

序号 部门 职务 姓名 办公室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1 校团委 

副书记 蒋存耀 团委304 13918903797 jiangcunyao@shupl.edu.cn 

社会实践部

部长 
潘彤璐 团委201 13636474704 13636474704@139.com 

2 

 

法律学院 

团总支 

书记 申  迪 

主教509C 

18801905862 

社会实践部

部长 
余晓明 13524622596 376235095@qq.com 

3 
国际法学院

团总支 

书记 周  印 

A5-208 

15021735559 

社会实践部

部长 
惠晨 13817214717 649461240@qq.com 

4 
刑司学院 

团总支 

书记 谢玮洁 

A4-211 

15026853319 

社会实践部

部长 
蒋时超 18717766921 394811435@qq.com 

5 
经济法学院

团总支 

书记 龙  洁 

A6-209 

13472672249 

社会实践部

部长 
种豆豆 18817373813 chongxiaodou@sina.cn 

6 
文学院 

团总支 

书记 浦文玮 

A2-209 

18616620866 

社会实践部

部长 
叶子红 13621737706 240667276@qq.com 

7 
高职学院 

团总支 

书记 郭  平 

二教301 

18817329818 

社会实践部

部长 
徐  涛 18721678389 1151423667@qq.com 

8 
国务学院 

团总支 

书记 丁云宝 

A3-106 

13764973213 

社会实践部

部长 
雷震 18663263599 25239399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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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社管学院 

团总支 

书记 王晓峰 

A2-108 

13795302081 

社会实践部

部长 
潘石仁 18801753069 panshirenyl@163.com 

10 
外国语学院

团总支 

书记 孙留华 

团委304 

13764067879 

社会实践部

部长 
周  琳 18817928321 1139247149@qq.com 

11 
经管学院团

总支 

书记 张勤勤 

A3-205 

15121018986 

社会实践部

部长 
陈斯奇 13917549112 357928905@qq.com 

12 
研究生部 

团总支 
书记 冯晓岗 

求实楼

315 
13482760699 fengxiaogang@shupl.edu.cn 

 

校团委网站：青春上政 www.youthsz.org 

校团委微博：新浪“青春上政” 

 

 

 

                                                共青团上海政法学院委员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