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青团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委员会 
 

关于组织开展校第十七届“挑战杯”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专项赛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推进我校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蓬勃开展，全面提升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切实服务学校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

目标，选拔优秀作品参加浙江省第十八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专项赛，经商有关部门，决定开展校第十

七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专项赛。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主题  

实践感悟新时代 挺膺担当新征程  

二、大赛机构 

校赛组委会由校团委、教务处、科技处、创业学院、学生处、

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合作处、校学生会等组成，由校大学生学

术科技服务中心承办。 

三、参赛说明 

（一）参赛对象：以二级学院为单位，统一进行申报；团队

负责人需为我校 2023 年 6 月 1 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本、专

科学生；鼓励跨年级、跨学科以团队形式参赛，每个团队成员不

超过 10 人，每件作品指导教师不超过 3 人；每人只能报名参赛 



1 个项目。 

（二）参赛要求 

1.依据各学院历年红色专项赛开展情况以及上级文件要求

综合考虑，各二级学院可推荐校级评审的项目数、总人数数量如

下： 

学院 项目数 总人数 学院 项目数 总人数 

水利学院 7  56 建工学院 6 48 

测市学院 6 48 机械学院 6  48 

电气学院 7 56 经管学院 6 48 

信息学院 6 48 国教学院 6  48 

2.支持学生依托近两年内（2021 年 7 月至今）参加过的符合

要求的自身实践经历，经过沉淀提炼、深度思考，完成新的实践

成果，参加到活动中来。 

3.作品以短视频和调研报告形式提交，两者是 1 件整体作品。

短视频 MP4 格式，分辨率 1280*720 或 1920*1080，时长 5 分钟

以内，大小 200M 以内；调研报告 PDF 格式，5000 至 10000 字

之间，大小 100M 以内。 

4.短视频应避免简单性叙述实践过程，着意于对新时代发展

成就的理解、实践过程的收获以及对党的情感认同，致力于能使

同龄人引起共鸣、共同教育、共同成长，鼓励围绕发展故事、典

型人物深度挖掘，形成有温度、易传播的视频；调研报告应既有

事实叙述，也有观点论述，符合真实性、思想性、简洁性的特征

要求。 

5.同一作品不得同时参加主体赛的作品评比，往届报送过的



作品不得重复报送。 

四、竞赛内容 

贯彻落实《共青团中央关于全团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通知》《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团结

引领广大青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建功立业

的决议》等文件精神，按团中央要求广泛组织发动学生开展理论

学习、实践活动、交流分享，鼓励每个团支部完成以下活动： 

上好一堂红色课。通过理论宣讲、培训教学等方式，组织大

学生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党章》、《习近平与大学生朋

友们》，延伸阅读辅导材料，深入理解大会精神和战略安排，对

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等重要概念和

教育、科技、人才等相关论断有深刻认识，树立投身国家重大战

略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职业观、事业观。 

组建一支实践团。支持重走红色足迹、追溯红色记忆、访谈

红色人物、挖掘红色故事、体悟红色文化，感受党的红色精神伟

力。着重用好新时代伟大成就、伟大变革的鲜活思想引领教材，

引导大学生通过返回家乡看变化、重走故地看新颜、深入乡村看

振兴、走进一线看发展，从而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以实际行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鼓励大学生观察奋进

新时代的“贵州缩影”，为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建言

献策。 

形成一件好作品。大学生应在社会实践中受到教育、坚定信

念，围绕党的二十大做出的战略部署，结合对新时代以来国家发

展成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形成有真情实感的心得体会、有理

论深度的调研报告、感染力强的视频作品等实践成果。实践成果



要充分体现所在实践团队和团支部的集体智慧，将作品的形成过

程变为开展实践教育的生动历程。 

开展一次交流营。通过举办主题团日活动、座谈交流、征文

演讲、成果展览等多种形式，组织参与活动的大学生讲述实践故

事、实践收获，分享当代青年的坚定理想信念、爱党爱国情怀和

对国情社情的正确认识；将实践成果转化为红色教材，根据实际

搭建“云上展厅”，辐射引导更多大学生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

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五、评审要点 

（一）短视频评审要点 

1.主题性（30 分）。考察作品对红色精神的阐述、实践过程

的收获以及对党的情感认同展现程度，考察红色教育意义是否强。

视频是围绕红色故事、红色人物深度挖掘的予以鼓励支持。 

2.感染力（30 分）。考察作品引起人共鸣，让人感到震撼、

感动、受教育的程度。  

3.传播力（30 分）。考察作品形式新颖、丰富、不枯燥，容

易广泛传播的程度。 

4.画面质量（10 分）。考察作品是否比较清晰，画质较好。 

（二）调研报告评审要点  

1.主题性（40 分）。考察作品对红色精神的阐述、实践过程

的收获以及对党的情感认同展现程度，考察红色教育意义是否强。 

2.学术性（40 分）。考察作品论理性是否强，事实叙述是否

清楚，观点论述是否鲜明且有见地，考察研究方法或社会现象描

述的创新程度、资料搜集处理的难易程度、论证方法和逻辑的可

靠程度等。 



3.文字质量（20 分）。考察报告是否文字流畅简介，表述规

范明晰，表意精确清楚，字数符合 5000 字至 10000 字要求。 

短视频、调研报告评审不区分学历。 

六、实施步骤 

（一）文本评审阶段。请各二级学院按照项目申报书格式要

求，指导项目组撰写项目申报文本及要求材料(各申报文本命名

“学院+项目名称”），并于 4 月 20 日前以学院为单位将前将校级

竞赛参赛作品申报书（附件 1，Word 版本）、调研报告（Word

版、Pdf 版）、短视频（MP4 格式），院级竞赛参赛作品汇总表

（附件 2）、一式一份院级赛事组织评分表（附件 3）以“学院+2023

红 色 专 项 赛 ” 命 名 的 电 子 汇 总 材 料 发 送 至 邮 箱 ：

kechuang_zjweu@126.com。 

校级竞赛参赛作品申报书（附件 1，一式三份）、调研报告

（一式三份）纸质材料，双面打印，分开装订，提交至校团委青

年之家 216 办公室。 

（二）优秀项目遴选阶段。组委会将组织初审、决赛评审会，

初审后产生的优秀项目入围决赛，入围决赛项目参加决赛评审汇

报，最终产生 10 个优秀项目推荐参加省赛。 

校团委将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对校内优秀作品进行

线上展示，对典型团队进行宣传报道。将给予符合要求的校赛团

队以每人 3 分产学劳育分的学分认证，最终筛选申报省赛的团队

以每人 5 分劳育分的学分认证。 

竞赛设金、银、铜和优秀组织奖，发给荣誉证书；另设优秀

指导教师奖若干名。优秀组织奖根据作品组织申报情况、获奖情

况、宣传展示情况等评定。 



七、监督投诉机制 

竞赛结束后，对获奖作品保留半个月的质疑投诉期，接受社

会监督。若收到投诉，组委会将进行调查，经调查，如确认该作

品资格不符，取消该作品所获奖励，重新计算作者所在学院团体

总分及名次；如确认作品存在舞弊、抄袭、作假，该学院团体总

分为零，取消该学院所获得的集体奖项，并视情况追究作品作者

和所在学院相关责任。 

 

联系人：徐依婷 19818517823；彭秋伟 13867151503。 

 

 

附件 1：校第十七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红色专项赛作品申报书 

附件 2：校第十七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红色专项赛院级竞赛作品汇总表 

附件 3：校第十七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红色专项赛院级赛事组织情况表 

 

 

 

共青团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委员会 

2023 年 3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