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教经纬责任编辑：俞 沁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082
E-mail：gjjw3@qq.com 32023年1月6日 星期五

““““““““““““““““““““““““““““““““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里高校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欧万彬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

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

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

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

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坚持不懈用党的

科学理论武装青年学生的主阵地主渠道，在具

体实践中应巧用系列加法赋能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把党的科学理论第一时间融入教

案、融入讲义、融入课堂，引导教育青年学生坚

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一要明确教学对象，用“青年+”创新教学

话语。牢牢把握青年学生这个教学对象的群

体特点，立足当代青年特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亲和力、针对

性的关键所在。如今，互联网时代的语言表达

形式、互动交流方式、阅读行为习惯等对青年

一代的影响极为深刻。如何通过青年学生喜

闻乐见的话语表达方式创新建构起集内容逻

辑和形式逻辑为一体的教学话语体系，并由此

推动党的科学理论在青年学生中入脑入心，这

是摆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前

的一项重要课题。探索用“青年+”创新教学话

语，就是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

不断通过党的科学理论的“青年化”阐释，用青

年的视角、青年的话语、青年的故事增添“青年

味”，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大道理”讲到青年学生的心坎里去，持续推

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青年学生中入脑入心。

二要深耕教学内容，用“理论+”建构教学

体系。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

境。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

断、新思想，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开展教

学科研工作的富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

民大学考察时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

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

讲深、讲透、讲活道理的前提就是要学深理论、

悟透道理。探索用“理论+”建构教学体系，就

是要在学深悟透思想实质的基础上，把党的二

十大精神有机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

作，重点把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

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等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重点高度关联的内容讲深、讲透、讲活。

三要延伸教学阵地，用“实践+”巩固教学成效。习近平总

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推动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

论培养人，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

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在奋力推进

“两个先行”的新征程中，浙江一以贯之地深入实施“八八战

略”，并从省域层面高水平高质量地展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

动实践，不断积累形成了丰富的鲜活案例和经验总结，是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开展教学工作最生动的现实版教材。探索用

“实践+”巩固教学成效，就是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带领

下，引导青年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深入挖掘浙江故事、用好

用活浙江故事，用浙江可感可知的高质量发展成效引发学生

共鸣，以“浙江之窗”为青年学生讲清楚“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如何理解全过

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如何理解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等一系列最感兴趣的重大理论问

题，引导教育学生加深对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本报记者 季 颖

在东阳市振兴路夜市，感受地摊

经济在“文明风”与“烟火气”共融后

焕发的蓬勃生机；在瑞安市曹村镇许

岙村，体会小乡村从脏乱差到美丽乡

村的华丽蜕变……浙江工商大学的

学子们聆听百行，走访乡村，在丈量

乡村振兴的脚步中探寻“共富”内涵。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浙商大团委副书记屠锋锋说，

学校自2020年起，组建暑期社会实

践专项寻访团，激励学生走向社会，

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感受“共

富”力量。3年来，寻访团从嘉兴南

湖出发，跨越数万平方公里，走访共

同富裕示范村，用镜头记录乡村发展

之路，亲身体验致富新路。前不久，

该品牌入选第六届全国高校“礼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特色展示

项目。

行走间挖掘“共富码”
2021年 7月20日，寻访团衢州

分队驱车前往开化县马金镇高合村，

探寻其共同致富，走向小康生活的要

诀。走进村子，村口是干净整洁的党

建公园，村内主干道是新浇的柏油

路，村庄尽头是一座刚落成的民宿。

寻访团对一路的所见所闻赞叹不已，

也越发对村民口中曾经草比人长如

今却恬静优美的高合村充满了好奇。

带着疑问，寻访团采访了高合村

党支部书记张雄富。在与张雄富的

对话中，寻访团看到了高合村从2019

年起逐步描绘的脱贫致富画卷，从最

初的小甜枣种植项目到即将开业的

民宿，再到未来的蜂蜜园、清水鱼养

殖基地，在一系列产业的带动下，村

集体收入增加了，村民就业问题解决

了、钱袋子鼓了。采访接近尾声，寻

访团也找到了高合村的“共富码”——

乡村要发展，离不开产业。

3年来，寻访团每年选择一个主

题，开展实践探索，衢州分队是去年

“共同富裕”主题下寻访团组建的51

支分队中的一支。历时74天，寻访团

走访了浙江11个共同富裕示范村，采

访了创业先锋、非遗传承人、基层党

员干部、战“疫”医生等各行各业代

表。“‘共富’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对于

大部分学生来说是很难体会的，我们

希望学生在寻访实践中深刻领悟各

行各业为实现‘共富’所作的努力，挖

掘出‘共富码’。”屠锋锋说，为进一步

实现实践育人效果，实践活动以学生

为主，校学生会、校志愿者协会、校社

团管理中心组织开展。形成的124

篇访谈稿、43篇调研报告及100余篇

实践日志，都让寻访团对“共富”有了

更切身的体会。

“每次走访实践活动都是经过深

思熟虑的。”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王

哲晖告诉记者，从明确主题内容、研

究方向、实践形式到选取寻访点、采

访对象，都要反复研讨。2022年，经

过几次项目研讨会后，寻访团把研究

的方向瞄向了“乡村振兴”。而为了

更好地介绍乡村发展经验，更直观地

展示乡村发展成果，寻访团决定以直

播“云游”的形式开展走访实践。

嗨鸭部落、荷趣蓬莲池、吉柿·清

昼茶院……通过寻访团的直播镜头，

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横一村的“网

红”打卡点一一展示给观众。“横一村

是寻访团的第一站，为让观众能深入

感受‘农文旅’经济模式的精妙之处，

从前期考察到脚本撰写，我们做足了

功课。”寻访团成员洪旭东说。寻访

团到访了28个有代表性的乡村，推

广了乡村特色品牌，传播了致富经

验。此外，寻访团还将实践经历整

理成“有重点、有目标、有贴士”的乡

村游记，发布至各个平台，吸引更多

人前往乡村游玩，产生了良好的社会

效应。

讲述中传播“共富经”
“在东海之滨宁波北仑，有一抹

红在燃烧跃动。这抹红来自‘红领之

家’社会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陈军

浩。20年前的除夕夜，正在准备年夜

饭的陈军浩，接到了一位老人疏通下

水道的求助电话。问题解决时已是

深夜，老人捧着崭新的毛巾，两眼闪

着泪光。从此，陈军浩心中种下了做

公益的种子……”台上，宣讲人讲得

动情；台下，观众听得动容。

这是寻访团成员卢潇然在参加

由团省委组织的“跟着总书记在浙江

的足迹学党史”宣讲活动时，在宁波

职业技术学院宣讲中讲述的一个故

事。“在准备宣讲词时，当我得知宣讲

地在北仑时，曾经采访过的陈军浩的

故事立马浮现在脑海中。”卢潇然说，

身边人身边事最是动人。宣讲当天，

台下观众的反应给了卢潇然肯定的

答复。

在深入各行各

业的采访中，长兴县

龙山街道王山新村

的护林员刘小友给

寻访团成员熊思琦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无论酷暑寒冬，刘爷爷始终坚守

在大山深处，每天翻山越岭，只为守

护好这片山林。刘爷爷说‘护林员就

是要守好青山绿水，不让水土流失

掉。只有生态文明做好了，人民的身

体健康才能有保障，身体健康有保障

了，才能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让我

对共同富裕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熊思琦说。于是，2022年在参加全省

高校思政微课大赛时，熊思琦就把刘

小友的故事写进微课中。

像卢潇然、熊思琦一样，寻访团成

员不仅在社会课堂平台中受教育、长

才干，深刻体悟“共富”内涵，还主动讲

好“共富经”。借着宣讲、新生入学第

一课、主题团日、思政微课大赛等各种

活动，寻访团成员总会自觉或不自觉

地将发生在田野间、村道旁、黑板前的

“共富”故事传递给更多人。同时，在

形成访谈稿、调研报告的基础上，寻访

团还发布专题推送285篇，开设“百年

百人话初心”微博话题。

不仅如此，寻访团还将在实践中

凝练的“共富经”转化为行动力，开启

了一扇扇知行合一的大门。为“靠海

吃海”的宁海县越溪乡南庄村，策划

了3条精品旅游路线；为越溪乡信干

山村设计了“浙里办”主题IP；为杭州

市上城区九堡街道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举办的葵花朵朵夏令营测绘杭城

无障碍地图。

本报讯（记者 季 颖 通讯员
张土良）“基于工业互联网，着重打通

生产制作型企业在供应链上下游各环

节的资金流，主要包含BPI银企直连、

CPA审计、IPI税控等财税接口……”

寒假前，在浙江高格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财务产品经理陈庆锋作为宁

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兼职教师，边实

操边讲解，给该校会计专业学生上了

一堂现场教学课。

“校企协同育人是学院党总支与

高格公司党支部签订党建联建协议

中的一块重要内容。”宁波城市职院

财会金融学院党总支相关负责人说，

在智能财金专业群的人才培养方案

中，学院把企业对人才的职业素养和

创新创业能力要求融入人才培养全

过程，企业在深度参与专业课程开

发、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学生评价

的同时，企业资源也要向学校专业汇

聚，实现专业与职业岗位对接、课程

内容和评价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

程与业务场景流程对接。

2021年，宁波市鄞州区实施校地

共建，宁波城市职院作为首批与鄞州

区合作的高校，自签约以来，深入实

施“一院一镇一企”行动，该校8个二

级学院党总支分别与鄞州区8个乡镇

（街道）、8家重点企业建立“一对一”

合作关系，在党建联盟、基层治理、文

化培育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为地方

发展蓄势赋能。

该校商学院党总支与鄞州区物

贸联合会党支部通过推行现代学徒

制、实施“行业精英进校园”计划、企

业来校设置专项奖学金等举措，打造

“党建+育人+服务”的校企党建合作

新生态。“仅仅一年时间，学院就输送

了百余名优秀毕业生，多名学生已成

为企业的骨干。”鄞州区物贸联合会

党支部负责人说。

在积极推进资源共享共通、协

同育人的同时，宁波城市职院各学

院党总支还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赋

能乡村振兴。鄞州区瞻岐镇方桥村

有一条特色风景示范线——大美山

景观道，自然风景好，却鲜为人知，

怎么把“大美方桥”故事讲好成了当

地的难题。该校旅游学院党员教师

罗家枝得知后，带领非常“6+1”校

地服务团队到方桥村走访调研，精

心为大美山景观道的各大景点撰写

导游词。校友、宁波市金牌导游章

灵洁还为方桥村村干部、村民代表、

青年志愿者讲解团队传经送宝。“培

训后，我对家乡了解更多了，讲得也

越来越富有感情了。”青年讲解员薛

金娜说道。

“接下来，学校将进一步强化与

鄞州区的校地合作，加快形成网格化

管理、组团式服务，努力形成一批优

秀案例，打响‘城院在鄞州’品牌，不

断推动双方合作更上新台阶。”宁波

城市职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通讯员 杜真江）近

日，“宋韵丝路养正颂廉”漫画展在

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该展览由中

国丝绸博物馆党总支、杭州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党委共同主办，展期到2

月15日。

本次“宋韵丝路养正颂廉”为主

题的漫画展重现了宋代帝王家族、达

官贵人、名人轶事和民间廉政故事。

杭师大美术学院00后学子通过充分

挖掘杭州这座城市的宋韵历史文化，

手绘 40余幅廉政相关主题漫画作

品。他们运用所学技能把千余年前

的宋代廉政相关历史人物用人们容

易接受的方式——漫画，形象生动、

栩栩如生地呈现，希望通过新设计理

念赋予廉政文化故事更多更强的传

播力，经久不衰。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及

文化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

性。这次展览，既是充分利用历史

文化强化廉政教育的一种有效尝

试，也是促进全域文化繁荣、全民精

神富有，让文艺之美成为浙江人民

精神共富的生动写照的国丝、杭师

行动。”杭师大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钟江顺表示。

浙农林大为学子

发放百万元“新年红包”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伟）1月3日，浙江农林大学环境

与资源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191班的本科生陈可懿收

到了让她惊喜的“新年红包”。去年，陈可懿在TOP期刊发

表了一篇高水平论文，根据浙农林大学生素质奖励办法等有

关规定，学校结合她在科研方面的努力及取得的成果，决定

给她颁发1万元的学生素质奖金。

和陈可懿一样，根据浙农林大刚刚下发的《关于公布

2022年度学生素质奖励情况的通知》，该校2022年度有超

过3400人次的学生在各类学术创新和综合素质方面取得成

果，累计获得总额达到244.73万元人民币的奖励。这些成

果包括申请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发表高层次论文、获得高

层次科研项目、参加学科竞赛并获奖、参加各类创新活动并

获得成果、获得政府各类荣誉等。

“科研创新能力是大学生重要的能力之一，本科生取得

高层次创新成果，是一流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体现。对

本科生获得的高层次研究成果进行奖励，对于其他学生从事

科学研究也有积极的激励和促进作用。”对于重奖本科生科

研创新成果，浙农林大教务处处长郭建忠表示，未来学校将

积极鼓励更多学生在校期间都能参与到科研活动中。

近年来，浙农林大通过推进院长主管本科教学、学科专

业一体化等举措，不断强化本科教学中心地位。为鼓励本科

生开展科学研究，加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解决学生

开展科研缺少经费、没有实验室、没有教师指导等方面的问

题，学校先后出台了设立本科学生科研创新基金、开放实验

室项目、科研成果奖励创新学分、优秀论文代替毕业论文等

一系列政策，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创新活动。

加
法
赋
能
理
论
武
装
工
作
，创
新
推
进
思
政
教
学
改
革

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二十大精神大学习·······························
思政课教师笔记思政课教师笔记

聆听百行 走访乡村

浙商大学子在行走中感受“共富”力量

资源共享共通 协同实践育人
宁波城市职院为地方发展蓄势赋能

杭师大美术学院：用漫画讲好廉政故事

乐享中国年

日前，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邀请近
30名刚果（布）留学生开展了“‘潮’迎新春，喜
‘玩’新年”创意写春联活动，希望身处异国他乡
的留学生们体验中国传统书法的魅力，感受浓
浓的人情味。

（本报通讯员 胡扬辉 张贝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