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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江 晨

自南湖革命纪念馆依托红色资

源优势开设特色“南湖水上课堂”以

来，嘉兴市各企事业单位的党员都会

前来听党课、讲党课。前不久，该课

堂迎来一次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与

以往不同，除了单位党员干部参与其

中，嘉兴学院青年学子的身影也进入

了大众视线。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青年强

则国家强’。今后我将继续扮演好话

剧中的角色，讲好党史故事。”青年代

表祖梦凡是嘉兴学院文法学院的大一

新生，也是学院《初心》话剧团成员，此

次她便跟随团队一同前来听课、作分

享。置身于这样一个以讲述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现中国共

产党创立的光荣历程的红色话剧团，

祖梦凡的红色信仰也被点亮，“一次次

排练、一次次和成员们一起瞻仰红船

的经历，更坚定了自己入党的想法，现

在我已经主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团队成员大多如此。现如今，《初

心》已成为嘉兴学院一张闪亮名片。

团队也顺应时代发展，为宣讲团取名

“后浪”。在第六届全国高校“礼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示范项目

名单上，嘉兴学院“红船旁的初心‘后

浪’宣讲团”位列其中，也是浙江省唯

一入选的项目。

培养有信仰的人
去年9月刚入学的余嘉瑞不会想

到，自己将在一年后站上舞台，饰演伟

大领袖毛泽东。

“初入文法学院，我们便在开学典

礼上观看了《初心》话剧。”余嘉瑞用

“震撼”二字形容观看感受，表示曾经

他对党史的了解停留在表面，看完之

后他发现原来每一位代表都有如此鲜

明的个人特征。“恰逢话剧团招新，我

就直接递交了申请，11月就开始对着

剧本排练了”。

“剧本最初是由我们文法学院的

一位老师带领8个学生创作的。2017

年1月开始写初稿，6月交稿，之后便

着手排练。”《初心》话剧总导演王金超

记得，拿到剧本后，导演组开展了80多

次座谈会，进行了50多次剧本修改，在

那年12月2日，也就是正式演出前一

个星期，剧本才最终定稿。现在，剧本

还在不断打磨更新，导演组正在前5个

版本的基础上进行第6个版本的编创，

每一个版本都较前一个在灯光、舞美、

台词、剧情等方面发生变化。

“作为红船旁高校的学子，我们有

得天独厚的条件。”王金超说，每一年，

嘉兴学院学子都会前往南湖瞻仰红

船，这是团队成员们的必修课。此外，

话剧表演已是文法学院坚持了20年

的传统，每年文艺汇演都会有一场学

院编排的话剧。

在话剧团，余嘉瑞结识了饰演李

达、王会悟、李汉俊等重要角色的演

员们，他们来自不同学院，却对这段

党史有着同样的敬仰。《初心》话剧学

生负责人马雪琛介绍，除了演员组，

剧团内部还设有人事组、灯光组、音

乐组和宣传组。演员们已经更迭到

第8代，剧团人数也从最初的9人增

长至400余人。

“我们每一年都会在开学初进行

招新，让更多新生加入话剧团。”提及

招新标准，每个小组都会将“良好的政

治素养、端正的态度、责任心”放在首

位。马雪琛说，如今团队成员已全部

递交入党申请书。话剧之外，初心团

队还创演了《赤色血婴》《追寻》《白衣

如甲》等“初心”系列话剧、诗歌、歌曲

作品。这些衍生品不仅将红色信仰与

高校育人文化有效融合，更让党史教

育内容变得喜闻乐见。

讲好信仰的故事
“我这杯就敬我们受苦受难的同

胞吧，或许现在的日子苦了些，但是

相信我们，未来可期。”今年暑假，当

退休老干部邵先生看见许多施工的

工人顶着40多度的高温作业时，他

突然想到了《初心》中的一句台词。

那时，他正要去排练话剧，他饰演的

角色是张国焘。

原来，考虑到剧本的可复制和可推

广性，初心团队推出6分钟、8分钟、10

分钟、15分钟、70分钟等不同时长的剧

本，并于2018年开始试点授权。在平

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这一首个试点

地取得较好反响后，团队将授权范围扩

大至全省乃至全国的大中小学、企事业

单位。这样一来，许多人都和邵先生一

样获得了沉浸式演绎的新体验。如今，

结合地方特色，群体演绎

版本已经有了68个。

“当我们把不同时长

的剧本上传至社交媒体

时，有许多用户提出授权

剧本的需求。”王金超说，

授权基本上是免费的，授权后，团队成

员还会前往授权点，为他们提供排练

指导。“成员们从自己演变成教别人

演，个人能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而

更让王金超感到惊喜的，便是类似于

邵先生这样的反馈。“我们的台词是有

力量的，真的会鼓舞到很多人。”

马雪琛也记得，当他在嘉善少年

宫面向一众小朋友表演后，小朋友们

上前将演员团团围住的场景。“红色

文化融入少年心，我们很高兴看到越

来越多的小学生对革命往事投入的

真感情。”

首演至今，团队走过省内52个城

市，演出百余场，累计观众超过40万

人，线上受众超过3亿人次。建党百

年之时，团队足迹还延伸至新疆丝路

重镇沙雅和天山南麓阿拉尔市，促进

了两地文化交流。此外，团队中90

后、00后成员还走进大中小学、企业、

社区进行宣讲，成为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优秀讲师”。

“我们不仅将《初心》融入党建教学

培训内容，还围绕其打造多个项目参与

‘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等，都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文法学院党委书记洪坚

说，学校还在积极推动与文旅集团的合

作，并设想将留在嘉兴的许多学院毕业

生召集起来，组成校友团，共同来推广

话剧、推动传播嘉兴的红色文化。

□温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
林敏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从文化自

觉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自强，理念演进的背

后是我国文化事业不断勇攀高峰的直观反

映。高校思政课作为党和国家宣传思想政治

工作的前沿阵地，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主流

意识形态阵地的重要抓手，须与时俱进融会

贯通文化自信自强理念，做到因时因势而变，

持续为“大思政课”建设提质增效、蓄势赋能。

将文化自信自强理念融入高校思政课线

上教学。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身处

“互联网+”时代，在以5G、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虹膜识别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下，

数字化、媒体化、智能化建设愈发成为高校思

政课改革与创新的未来趋势。高校思政课教

师可将文化自信自强理念全方位贯穿高校思

政课线上教学。一方面，倡导大力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到高校思政课的翻转课堂、线上慕

课、虚拟课程、全息投影课中，用学生喜闻乐见

的教学手段来创新传统思政课堂形式，增强青

年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认同及感悟。

另一方面，可利用以抖音、快手、B站为代表的

短视频平台，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国红色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立体式宣传与弘

扬。通过图文同步、声情并茂的形式，增强青

年学生对文化自信自强理念的直观感受，抢占

以00后大学生为主体的高校学生网民常驻阵

地“制高点”，来增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

力度、广度及深度。

将文化自信自强理念融入高校思政课实

践教学环节。文化自信自强，是更基础、更广

泛、更深厚的自信。对于传统高校思政课堂，

我们可将文化自信自强理念深入贯彻落实到

教学设计的每一环节，其中就包括实践教学

环节。在高校思政课的实践教学中，可通过

红色基地游学、参观纪念馆、个人实践、团队

实践等形式，组织高校青年学生进行实践体

验，增强大学生对地方文化、红色文化、革命

文化、传统文化的认知、了解及认同，培育大

学生的文化自信自觉自豪感。通过课堂与生

活、线上与线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式，促

进师生互动、互知、互融，实现文化自信自强

理念与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高度融合、有

效契合、深度耦合，以增强高校思政育人实效

性，拓宽大学生理论视野和眼界学识，提升对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话语认同。

将文化自信自强理念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锻造。文

化自信自强，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高校思政课

教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体队伍，也是上好高校思

政课的关键因素，其身上肩负着推动党和国家政策、理论、方

针深入人心的重大职责使命。只有让更多高校思政课教师全

方位、多领域、宽口径地理解认同在我国社会大踏步发展中所

彰显出的文化自信自强理念，方可大力推动“大思政课”建设

方案的落地生根。一是要搭建及完善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中

有关文化自信自强理念的学习资源共享教研平台，让不同层

级的高校思政课教师均能实现共商共研共建的教研环境。二

是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精髓，

选取生动鲜活的人物、案例、事件，并因地制宜加以制作、变形

及应用，让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思想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

样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理念，持续提升高校思政课的吸引

力、感染力、向心力。三是注重对高校思政课教师进行文化素

养的培育。定期组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域的知名学者专

家，对高校思政课教师进行专题式培训、辅导及训练，以让文

化自信自强理念更好地融入思政课教师大脑及内心深处，使

得高校思政课教师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世界

先进文化加深理解及认同，自觉将文化自信自强理念融入高

校思政课堂，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功效。

本报讯（通讯员 杨燚娜 徐凯阳）
“如果有一天，需要你为陌生人做出

巨大牺牲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勇

气是尽管你害怕，但仍能迎难而上；

尽管你感觉痛苦，但仍能直接面

对。”“勇气这个词的背后是积极的

心理状态，这种心理品格的养成并

非一蹴而就。”……

11月22日是浙江省第7个“见义

勇为宣传日”，宁波财经学院报告厅

中气氛热烈，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关于

价值判准和勇气的讨论，这也是该校

专门设计的一堂主题鲜明、感染力极

强的“立体式”思政课。而这堂思政

课的“鲜活教材”正是刚被浙江省人

民政府授予见义勇为一等功的女教

师郑果的英勇事迹。

去年9月16日，郑果在驾车途经

慈溪市浒山街道环城南路国贸大厦

附近时，发现前面一辆重型厢式货车

正不顾交警的阻拦强行闯岗，车窗旁

还拖拽着履行例行检查职责的交

警。她奋不顾身、勇毅果断，驾车拦

截企图逃逸的大货车。

“郑老师，回想起当时惊险的一

幕，我们大家都为您捏了一把汗，同

时也很想知道在那个危急关头，您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学校马

克思学院副院长姜帆围绕“义、勇、

为”向郑果提问。郑果则基于自身

感悟，结合人生价值、英雄精神为学

生们生动诠释了“勇气”的真谛。用

一个发生在身边的见义勇为典型案

例，融入思政课的教学设计，宁财院

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堂既特殊又鲜活

的思政大课。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

有挺身而出的凡人。郑老师就是我们

的专业课教师，平时就特别有正义感，

前几天在新闻里看到她真是亲切又自

豪。”该校日语专业学生郑桂珍说，郑

果的讲述平实、真切，“她有危难面前

人之常情的惊恐和后怕，更有心中正

义所驱使的奋不顾身，让我们看到了

一位有血有肉的平凡英雄，也深刻理

解了‘伟大来自平凡’的内涵”。

在这堂思政课上，学校还对郑果进

行了表彰，宁财院院长王云儿为其颁

奖。“郑果老师倾心教学、关爱学生，同时

古道热肠、坚守大义，是大家公认的好老

师，更是当之无愧的‘果敢女侠’。”王云

儿说，郑果见义勇为的表现，不仅是其

个人长期精业厚生、追求卓越的直接

体现，也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推动知行合一工作理念的深度展

示。学校将通过多种方式，号召全体

师生向郑果学习，进一步传承和发扬

见义勇为精神。

现场，郑果拿出了省一等功所获

的部分慰问金，捐赠给宁财院教育发

展基金会，资助学校“我为烈士修遗

物”大学生志愿服务团队。“希望这笔

资金可以用于红色文物和英雄文化

的保护和传承上，让正能量不断传递

下去。”郑果说，相较于受奖受访，她

更希望自己的行动能激励大学生们

坚定对公益的初心、对社会的责任，

将爱心、责任感与正义感薪火相传。

浙商大杭商院：
特别的“花”送给特别的你

本报讯（通讯员 周 群 陈 琦）近日，在浙江工商大

学杭州商学院的餐厅前，一群学生聚拢在一起。他们把手

中的银杏叶展平、压扁，卷在小木棍上用胶水固定，一朵银

杏“花”就制作完成了。

这是学校组织的“玩转落叶”劳动主题教育活动现场。

50名学生收集了校园内近2000片银杏叶，通过挑选最终

用1000片银杏叶作为原材料，经过两天的精心制作，完成

了一束直径为50厘米的银杏“花”束。

活动还得从最近不少学生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的照

片说起。随着天气变化，校园落叶美照在微信朋友圈刷

屏，其中一张照片引起了一群学生的注意：这张照片在拍

摄落叶场景的同时，把一个保洁阿姨辛苦劳作的场景也记

录了下来。

落叶飘飞的秋冬是保洁工人最为忙碌的日子，树叶随

时落下他们随时清理。校园道路上时刻能看到保洁阿姨挥

舞扫帚的身影。学生们纷纷转发这张照片，为阿姨的辛苦

工作点赞，并自发组织了清扫校园落叶活动。于是，近25

公斤的落叶成为学生们制作手工艺品的原材料。

志愿者们将银杏“花”束送给了保洁阿姨。“学生们的手真

的太巧了，没想到天天和我打交道的落叶经过他们的巧手，竟

能制作出如此精美的‘花’。”收到这件礼物后保洁阿姨激动地

说，“这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束花，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束花。”

大手拉小手，

共解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 李九伟）“同学们，你们知道

刚算出来的‘832’这个数字在报告中意味着什么

吗？”“10年来，全国共有832个贫困县成功摘帽，

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近日，在宁波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与贵州省兴仁市第三中学联合开

展的“云上”主题团日活动现场，学生们将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的核心数字转化为数学算式，用一道

道特殊的数学题共同算出了“中国答案”，帮助两

地学生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精神。

通过屏幕，宁大2021级数学师范专业的学生

利用观看视频、交流讨论等形式，将党的二十大精

神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传递到兴仁三中

学生们的心间。

“我是来自湖南贫困县的一名学生，在党的带

领和扶持下，我的家乡成功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我也走出大山考上大学，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希望

你们也可以在这个最好的时代用知识改变命运，

敢想敢做又善作善成，一起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

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2021数师班学生聂

登科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学习感悟。

此外，宁大学子还发挥专业特长，通过建立坐

标系，用数学课堂中常用的教具带领贵州的学生

们共同绘制党徽。宁大数学与统计学院党委副书

记姜萍表示，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

院党委将不断探索新机制，结合学科特色推出更

多精品活动，激发基层党团组织新活力。

编者按：日前，教育部确定了第六届全国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范项目10项、特色展示项目30项，浙江高
校共有6个项目入选。即日起，本报推出“‘浙’里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报道，进一步加强优秀成果的推广运
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嘉兴学院：《初心》点亮信仰

著扇献礼亚运
11月 22日，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旅游学院开展“绿色亚运·低碳生活”手绘扇面

活动。学生们将自己对亚运会的期盼和对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解，创作成一幅幅韵味十足的
扇面画。 （本报通讯员 裘永晓 储文娟 摄）

“勇气是尽管你害怕，但仍能迎难而上”

宁财院这堂“立体”思政课特殊又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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