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想的四个“源”
——经济管理学院十佳大学生候选人张海为事迹材料

学习中，他“学到底、问到底”；工作中，他“累不垮、

啥都会”；调研中，他是“铁脚板、笔杆子”。他用脚步丈

量祖国大地，用实践感应时代脉搏，用汗水和足迹描绘碧水

青山的中国梦！

张海为，男，江苏徐州人，中共党员，经济管理学院

2019 级金融工程专业本科生，现任经济管理学院学生会主

席、年级团总支、1905092 班班长。

一、起源——初心使命与青春热血交融

在张海为的心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当代青年

应有的志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

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2020 年，他带着热血和锐气，在家

乡徐州贫困村单集村开展志愿服务。期间，他发现村里有意

发展粉条产业，家家种红薯，户户做粉条，但集体和村民收

入没有显著提升，并且村内仍有十余户贫困户。如何让村民

脱贫致富、让村集体经济好起来，成为了他心中的困惑。回

到学校，他迫不及待找到专业老师询问，通过文献阅读和与

同学交流，发现苏南苏北的村庄存在差距，探索乡村发展的

“秘密”。怀着对专业知识的渴望和促进乡村振兴的一腔热

忱，针对苏南村庄开展“田野调查”的念头在他的心中萌生。

二、发源——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贯通



2021 年年初，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张海为与 7 位同

学组建团队，前往无锡市 11 个村庄开展村庄经济调研活动。

近半个月的实地调研和座谈访谈后，他切身体会到苏南农村

经济发展的繁荣与特色，“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产业发

展各具特色；村民上楼，村事下楼，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无

锡村庄经济调研报告撰写完成后，他又马不停蹄回到家乡的

单集村，针对单集村的粉丝产业进行调研和访谈，利用所学

的经济学、网络营销知识为“细粉”做产品定位、分类分级，

利用自媒体开展线上品牌宣传，打造“单集细粉”特有品牌，

同时，张海为还联系有实力的国有企业与单集村建立销售平

台，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2021 年大二暑假，他参加了国务院“2021 中国民生关

切点”大调查活动，再次前往无锡市的乡村，走进村民家中

开展深度访谈，从工作与就业、收入与消费、子女教育、医

疗卫生、养老保障等民生 10 个方面，全面、细致分析民生

关切点，知民生之所需，解民生之所急。用村民的朴实话语，

勾勒无锡美丽乡村发展轨迹，聆听乡村建设“四史”故事，

感受乡村民生发展的百年变迁。

2022 年大三寒假，在参加江苏省农村消费者满意度调

查后，回到了家乡他一直惦记的单集村。村支书告诉他，经

过产业升级和发展，单集村提升了粉丝制作工艺，开发出了

质感优、口味好的即食粉丝和半加工粉丝，年产量一千吨，



产值近两千万元，短短一年，粉丝产业销量提升 30%，带动

当地就业 300 余人，累计增加群众收入 6.8 万元，村中 4

户“相对贫困户”就摘掉了“贫困”的帽子。改造升级年可

增加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二十余万元。

三年来，张海为走过了 100 多个村、镇，调研累计里程

共 5000 多公里，访谈村民 300 余人，撰写调研报告 30 余万

字。他和团队成员完成的无锡市 11 村的调研报告获农业农

村部批复，并在 2021 年挑战杯获得国家级二等奖的好成绩；

在 2021 年中国民生大调查中，他获得了国务院的“优秀调

研员”、全国征文二等奖、江苏省“三下乡”社会实践先进

个人等荣誉和奖项；而在他心中最重的奖项和荣誉，是单集

村村民们的夸奖和，还有他们脱贫致富后脸上最灿烂的笑容！

三、本源——学业进步与课外生活的统筹

学习生活中，张海为绩点名列专业前列，综合测评全院

第二；在学术科研方面，发表 SCD 论文 2 篇，授权实用新型

专利 4 项；在学生工作方面，作为经济管理学院学生会主席，

组织相关活动 30 余场并收获老师、同学们的一致好评；创

新创业方面，他获得 2020 年“挑战杯”创青春国家级三等

奖、2021 年“挑战杯”课外学术作品大赛国家级二等奖、

“互联网+”省级二等奖等多项奖项；志愿服务方面，他参

加志愿服务累计时长 800 余小时，2020 年疫情防控期间积

极主动穿上防护服，在住地附近的小学进行消杀工作；社会



生活方面，他曾在江苏智临律师事务所、浙商银行徐州分行

等地实习。

四、能源——校训愿景与伟大理想的传承

“诚朴雄伟、树木树人”是南京林业大学的校训，也是

张海为对自己的要求鞭策。张海为通过社会实践、实地调研，

真正走到农村、走进基层，才发现自己其实知之甚少。他曾

在一次汇报中提到，“不分栗黍、不辨麦韭、不识稷苇，怎

知百姓所思？怎知黎民所急？象牙塔内所立之志又怎得长

久？”至于为何要做社会实践，他的解释是“调研不仅仅是

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帮助别人，同时也是在构架完善我们自

己的精神世界。”学校精神的传承也在社会实践与教师指导

中完成，张海为调研的指导老师年轻时曾立志：立足于自身

专业，即便达不到造福万代的成就，至少也能帮到一方，哪

怕只是帮到一家、帮到一人，你的专业就没有白学！现在，

张海为也是这样认为。

一代代中国人，一代代青年人，遇山开道、遇水架桥，

没有石头——我就是路基，没有木头——我就是桥墩，就这

样一直冲锋在这条从未改变的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南林大青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