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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关工委文件 
 

 

中石大关委发〔2024〕2 号 

关于开展 2024 年“读懂中国”活动的通知 

 

各教学院部关工委、学校关工委委员单位：  

根据《教育部关工委关于开展 2024 年“读懂中国”活动

的通知》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教育强国，奋斗有我 

二、活动内容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教育强国规划

纲要》实施的第一年，活动应充分发挥“五老”亲历者、见证



- 2 - 
 

 

者、实践者的优势，向广大青年学生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正确性以及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

史性变革，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矢志

奉献国家和人民，为建设教育强国奉献青春和力量。 

三、活动形式 

各教学院部关工委围绕年度活动主题，组织青年学生与有

影响力的我校“五老”进行深入交流，挖掘、整理、展现他们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

国中的感人事迹和人生体验，以及对青年学生积极投身教育强

国建设实践的重托和建议，通过征文、微视频、舞台剧形式进

行展示和传播。 

四、活动安排 

（一）活动开展及初评阶段（2024 年 3 月—9 月） 

各教学院部关工委围绕年度活动主题，确定“五老”人选，

组织青年学生与之结对、交流，撰写文章、拍摄微视频、录制

舞台剧（具体要求见附件 1)。 

各教学院部关工委请于 9 月 15 日前，向学校关工委报送

推荐作品及《“读懂中国”活动推荐作品信息表》（见附件 3）、

《“读懂中国”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见附件 4）和活动总结。

各教学院部关工委推荐征文原则上不少于 1篇，微视频不少于

1 个，舞台剧自愿推荐。活动总结 1000 字以内，主要反映特

色做法、活动成效等。报送邮箱：sdggw@upc.edu.cn。学校关

mailto:sdggw@up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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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组织作品评审（评审参考标准见附件 2)。 

（二）作品推荐阶段（2024 年 9 月下旬） 

学校关工委于 2024 年 9 月 20 日前，择优向教育部关工

委报送推荐作品。我校将推荐征文 5 篇、微视频 3 个；根据提

交情况推荐舞台剧 1 个。 

（三）评审及展播作品制作阶段（2024 年 10 月中旬—12

月底） 

教育部关工委组织专家对各省级教育系统关工委和部直

属各高校关工委推荐的作品分类进行评审，中国教育电视台对

部分优秀作品进行加工、制作。 

（四）优秀作品展播及推广阶段（2025 年 1 月开始） 

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大学生在线官网以及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微博等平台，教育部关工委微信公众号，《心系下一

代》杂志等，对优秀作品进行展播、推送、刊发。入选中国教

育电视台展播作品，同一单位报送的征文和微视频，如被访谈

人相同，原则上仅展播一个作品。 

（五）关于评奖评优 

活动结束后，学校关工委将根据各教学院部关工委活动开

展情况和作品参加教育部关工委评优情况，评选优秀组织奖和

优秀作品奖。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领导，注重协作。各教学院部关工委要以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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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作为落实“立德

树人工程”“‘大思政课’建设工程”的有效抓手，主动融入学

校“五育并举”总格局和思政工作体系，配合学校、院系党团

活动、德育工作等深入开展，充分发挥委员单位作用，协同开

展好相关活动，共同把活动做大做强。 

（二）突出特色，重心下移。各教学院部要注重突出活动

“以史为本言传身教”“老少结对双向互动”的特点，强化学

院关工委在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深入挖掘有故事的“五老”，

重点聚焦本院系“五老”和“杰出老校友”；要加强活动组织，

通过典型引领、表扬激励等方式，吸引更多学生参与活动、受

到教育；要创新活动方式，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角度的“结

对访谈”，不断提升活动吸引力和实效性，使其真正成为思政

“大课堂”。 

（三）严格把关，确保质量。各教学院部关工委要对报送

作品进行认真审核，内容要契合主题、积极向上、真实感人，

文字要条理清楚、文笔流畅、语言优美，视频要生动鲜活、具

有艺术表现力、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征文、微视频涉及的被

访谈人物仍健在，且要有面对面访谈环节。 

（四）做好宣传，提升实效。要注重“拍摄一人带动一片”， 

通过组织现场访谈、举办优秀成果展、开辟线上线下专题专栏

等方式，加大优秀作品宣传推广力度。教育部关工委将把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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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纳入教育系统关工委优质思政教育资源库，作为“四史”

教育、思政教育、“课程思政”中的优质资源进行使用，进一

步增强活动育人实效。 

 

联系人：李冠林   颜 艳 

电  话：0532-86983198  0546-8392219  

邮  箱：sdggw@upc.edu.cn 

 

 

附件：1.“读懂中国”活动作品要求 

2.“读懂中国”活动作品评审参考标准 

3.“读懂中国”活动推荐作品信息表 

4.“读懂中国”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24 年 3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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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24年 3 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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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读懂中国”活动作品要求 

一、内容要求 

（一）紧扣主题 

要紧扣“教育强国，奋斗有我”，深入挖掘、记录、展示、

宣传“五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建设教育强国、科技

强国、人才强国中的感人事迹和人生体验，以及对青年学生积

极投身教育强国建设实践的重托和建议。 

（二）主旨明确 

要从小处切入，以小见大，突出“五老”人物事迹，注重

发现“最伟大的小事、最平凡的奇迹、最日常的奋斗和最具体

的全面”，强调故事性和细节描述，以“五老”的个体经历反

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切忌写成或

拍摄成“五老”个人简历。 

（三）内容真实 

记录的“五老”个人经历须真实可查、有相关资料证明。

其中，征文、微视频被访谈人物在作品制作时仍健在。 

二、其他要求 

（一）征文作品 

1.文体要求：记叙文 

2.语言要求：通顺流畅、表达清晰、可读性强 

3.字数要求：不超过 2000字（不含访谈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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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视频作品 

1.形态风格 

节目形态：专题片、微纪录 

视频格式：MP4（不得低于 15M码流） 

视频标准：1920×1080（无损高清格式） 

节目风格：用艺术手法拍摄制作校园专题片、微纪录等，

画面构图完整清晰、镜头有设计感、拍摄手法丰富，故事内容

真实有效。 

时间要求：5 分钟 

2.拍摄要求 

应为受访者配戴无线话筒进行收音，切忌直接使用摄像机

进行录音。 

摄像机使用前应调整白平衡，若是室外拍摄，每 1-2 小时

应进行一次白平衡调整。 

拍摄过程中，保持机身水平，画面构图平衡稳定，推、拉、

摇、移镜头要稳，速度匀速，跟上焦点；考虑不同景别的搭配，

尽量避免画面中出现高光点，以免因画面反差较大，影响效果；

拍摄有特征的全景镜头，能清晰辨认出事件发生的地点；尽量

多拍摄，拍摄时长要远远多于实际用时长。 

拍摄结束时，应多录几秒再停机，为剪辑留出余地。 

3.解说要求 

用直白的语言文字叙述；有起承转合，设置高潮或合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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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突出主题；贴近观众的心理，使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忌宣

传片式解说词。 

4.技术要求 

画面要求：统一为全高清（1920×1080）16:9制式，上下

不要有黑遮幅；注意保持清晰、干净；有字幕。 

音频要求：节目声道分为 1声道（解说、同期声），2声

道（音乐、音效、动效）；最高电频不能超过“-8dB(VU)”，

最低电频不能低于“-12dB(VU)”。  

字幕要求：采访、同期声均须加配中文字幕。用字准确无

误，不使用繁体字、异体字、错别字；字幕位置居中，字体字

号为黑体 60 号，字边要加阴影；字幕应与画面有良好的同步

性。 

资料运用：片中一旦涉及到非本校拍摄、不属于拍摄团队

创作的视频素材，一律要在画面右上角注明“资料”字样。“资

料”字体字号为黑体 65号，字边要加阴影。 

（三）舞台剧 

1.形态风格 

节目形态：舞台剧。根据“五老”采访素材改编舞台剧，

通过切换台进行多机位录制，剪辑成视频。 

视频格式：MP4（不得低于 15M 码流）  

视频标准：1920×1080（无损高清格式）  

节目风格：用艺术手法拍摄、制作校园舞台剧,画面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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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清晰、镜头有设计感、拍摄手法丰富,故事内容真实有效。 

时长要求:不超过 10 分钟 

2.技术要求 

画面要求：统一为全高清（1920×1080）16:9 制式,上下

不要有黑遮幅；注意保持清晰、干净；有字幕（黑体居中）。 

音频要求：节目声道分为 1声道（解说、同期声），2声

道（音乐、音效、动效）；最高电频不能超过“-8dB(VU)”，

最低电频不能低于“-12dB(VU)”。 

字幕要求：对白、旁白和解说等均须加配中文字幕。用字

准确无误，不使用繁体字、异体字、错别字；字幕位置居中，

字体字号为黑体 60 号，字边要加阴影；字幕应与画面有良好

的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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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读懂中国”活动作品评审参考标准 
 

一、征文评审标准（总分 100分） 

紧扣主题、立意明确

（30 分） 

记录、展示“五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和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中

的感人事迹和人生体验，以及对青年学生积

极投身教育强国建设实践的重托和建议。若

偏题酌情扣分。 

内容详实、表述得当 

（20 分） 

突出“五老”人物事迹，强调故事性和细节

描述，以“五老”的个体经历反映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切忌

写成“五老”个人简历。根据文章实际情况

酌情赋分。 

语言优美、文笔流畅 

（20 分） 
根据文章实际情况酌情赋分。 

情感真实、表达细腻 

（20 分） 
根据文章实际情况酌情赋分。 

文体合规、用字规范 

（10 分） 

文体为记叙文，字数不超过 2000字。文体有

误或字数超过 2400 字即此项为 0分，字数在

2001-2400 字之间或出现不规范用字的酌情

扣分。 
 

二、微视频评审标准（总分 100分） 

主题表达 

（30 分） 

记录、展示“五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和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中的感

人事迹和人生体验，以及对青年学生积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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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育强国建设实践的重托和建议。突出“五

老”人物事迹，强调故事性和细节描述，以“五

老”的个体经历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切忌拍摄成“五老”

个人简历。根据片子实际情况酌情赋分。 

结构设置 

（20 分） 

结构明确、逻辑清晰，悬念设置精彩且自然，

能够突出主题、吸引观众。根据片子实际情况

酌情赋分。 

细节和节奏 

（20 分） 

把握好叙事节奏和剪辑节奏的和谐统一，达

到疏密相间、张弛有度、跌宕起伏。细节运用

真实生动，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画面构图、

特效、字幕、片头片尾、暗转等包装处理得当。

根据片子实际情况酌情赋分。 

电视语言表达 

（20 分） 

画面语言生动且富有特色，能够吸引观众眼

球、表达出拍摄主体的内在情绪、心理及表现

行为等；解说语言为画面服务，且起到补充和

画龙点睛作用；现场语言如采访等，出现时间

合适且有对主题阐释等作用，能够很好地渲

染影片；字幕语言能够调动观众兴趣，令人印

象深刻。根据片子实际情况酌情赋分，电视语

言单一，无法讲清事件，无法使观众明白要表

达的内容和思想感情的酌情扣分。 

剪接和时长 

（10 分） 

根据影片结构划分篇章结构；镜头衔接自然流

畅，转换符合整体节奏，有自己的风格特色，

思维逻辑独树一格。根据片子实际情况酌情赋

分，如出现跳帧、黑屏等重大技术失误，或时

长超过 6 分钟、不足 4 分钟的，该项即为 0

分。根据片子实际情况酌情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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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舞台剧评审标准（总分 100分） 

主题表达 

（30 分） 

记录、展示“五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和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中的感

人事迹和人生体验，以及对青年学生积极投身

教育强国建设实践的重托和建议。主题鲜明，

贴近生活，有深度，引起观众共鸣。若偏题酌

情扣分。 

内容设置 

（20 分） 

基于人物事迹，从小点切入，以小见大；剧情

编排合理，情节跌宕起伏，矛盾冲突明显；幕

与幕之间转换适当。根据剧情设计酌情赋分。 

舞台表演 

（20 分） 

突出艺术设计与表现力，主题表现清晰，人物

性格表现充分，动作得体到位，情感细腻有共

鸣，团体合作默契。根据表演酌情赋分。 

舞台呈现 

（20 分） 

服装符合人物身份特点、合体大方，饰物搭配

得当，辅助表现人物性格、剧情效果等；场景

布置及道具安排准确反映剧目表达内容及环

境。根据视觉效果酌情赋分。 

视频录制 

（10 分） 

通过切换台进行多机位录制，有不同景别的搭

配（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配戴无

线话筒对演员进行收音，且声音清晰；背景音

乐符合剧情及气氛需要。根据视频呈现酌情赋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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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读懂中国”活动推荐作品信息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及联系电话： 

教学院部名称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受访“五老”

姓名 

受访“五

老”出生年

月 

作者 指导教师 备注 

        

        

        

        

        

说明：1.作品类别为征文、微视频、舞台剧，作者、指导教师请按顺序依次填写具体人员姓名。 

      2.“五老”在作品制作时仍健在，如 2024 年访谈后去世，请在备注中标明。 



- 15 - 

附件 4 

“读懂中国”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填报人及联系电话： 

说明：主创团队学生指实际参与作品创作的学生，受益学生指通过活动受到教育和影响的学生。 

 

 

 

 

 

教学院部名称 
被采访“五

老”人数 

主创团队学生

人数 

受益学生

人数 

征文 

收集数 

微视频 

收集数 

舞台剧 

收集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