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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组织“驻徐高校大学生传承普及 

徐州历史文化活动月”经验交流 
徐州市社科联 

 

一、特色做法 

大学生活动月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全

国地市级城市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既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

鉴，也缺乏成熟的专业理论给予指导，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

就和格局，我们的主要做法概括起来就是坚持“四个结合”。

一是坚持研究与普及相结合。按照中央要求特别是教育部有

关文件规定，引导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化经典知

识掌握得更多更扎实些，增强大学生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坚持从徐州实际出发，针对我市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和在校大

学生的文化需求，把优秀文化的整理、发掘、研究工作切实

强化起来，出版发行《徐州历史文化千题题库》，从各校征

集到 303 篇诗歌散文出版了《追梦徐州》等文集，努力构建

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学术理论体系和知识普及传播体系。二

是坚持传承与创新相结合。我们对徐州历史文化秉持客观、

科学、礼敬的态度，在尊重历史中活化历史、在单一枯燥中

丰富内涵、在严谨刻板中创新表达，努力增强历史文化传承

普及的有效性和渗透力。今年加入了智慧徐州·辩论赛这一

崭新的板块，活动由江苏师范大学承办，共有 12 个院校参

加比赛。初赛议题为“兵家必争对徐州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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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决赛辩论题目是“弘扬两汉文化应更注重本土传承还

是更注重国际传播”。三是坚持统筹与协调相结合。我们在

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市委宣传部牵头成立了由市社科联

等市直部门和驻徐高校等单位组成的大学生活动月组委会，

统筹制定每届活动方案，按照每个活动板块的要求协调各高

校统一参与专项活动，解决了学校各自为战的“文化孤岛”

现象。四是坚持探索与规范相结合。经过五年探索，目前已

形成较为成熟稳定的组织领导体系、板块内容体系、比赛规

则体系、辅导指导体系、志愿服务体系、经费保障体系和成

果转化应用机制，活动走入了规范化轨道。 

二、价值与启示 

第一，传承普及活动具有永恒性世界性。在驻徐高校大

学生群体中传承普及徐州历史文化，将使大学生形成终生难

忘的记忆，他们在徐州上大学期间学到的历史文化知识，会

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代际文化传承，这是它的永恒性；大学生

作为时代的骄子和社会的精英，他们毕业后将到全国各地乃

至世界各地干事创业，他们走到哪里，都将把徐州的故事、

徐州的文化、徐州的记忆介绍到哪里、传播到哪里，这是它

的世界性。做大做强“活动月”活动，是以高端思维和战略

眼光宣传推介徐州，能够强化提升徐州在世界范围的话语

权、美誉度和影响力。 

第二，传承普及活动具有历史性前瞻性。徐州作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长期以来存在着历史厚重而文化薄弱的问

题，关键在于历史发掘力度和文化积淀强度成为短板。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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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就是明天的文化，坚持把专家学者的徐州历史文化体

验游作为重要板块打造，让专家学者看徐州、写徐州、论徐

州，将为徐州带来日益丰富的文化积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