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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红色资源优势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

听听贵州给出的答案
本报记者 闵捷

本报讯 （记者 王雨） 近
日，贵州大学西校区溪山剧场人
声鼎沸，一场以“至诚报国育新
人，赓续血脉建新功”为主题的

“溪山红韵”艺术思政课在这里精
彩上演。

本次思政课特别邀请9名优
秀教师、专家和学生代表，以

“艺术+思政”的形式讲述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构筑与赓续。
与此同时，歌伴舞《追寻》、短剧
《血染困牛山》、情境朗诵与舞蹈
表演《风华》、歌曲《望海潮 一
生献给党》等一系列精彩的文艺
节目，与授课内容相互融合，丰
富多彩、引人入胜。

以青年大学生喜闻乐见、易
于接受的方式，将红色文化、阳
明文化、民族文化、屯堡文化等
为代表的多彩贵州文化融入教育
教学，组织开展艺术思政课，是
贵州大学增强思政教育的吸引

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着力打造
“溪山铸魂赋能”大思政课品牌的
生动实践。

作为教育部“三全育人”综合
改革试点高校、国家大学生文化素
质教育基地，贵州大学长期以来坚
持把爱国主义教育和学校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结合起来，推动“时代
新人铸魂工程”落地落实。

聚焦“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
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贵
州大学以“明德”场馆思政课为基
石，“至善”社区思政课为拓展，“博
学”网络思政课为延伸，“笃行”实
践思政课为路径，在挖掘红色资
源、充分发挥红色引领作用方面作
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

多媒体互动查询、电子橱
窗、5D影院、红色故事VR体验
系统……在贵州大学党建思政文
化中心，多种展陈手段可观可听
可感，让师生们沉浸式感悟体验

党建思政文化。自2022年5月开
放参观至今，中心已接待校内外
师生参观近2万人次，充分发挥
了红色文化传承与教育的功能。

“红映溪山”宿舍微党课微团
课、“辅导员社区面对面”“心理
教师社区说”“优秀学子有约”

“爱国电影周周看”……一系列社
区思政课品牌矩阵，将身边鲜活
的榜样力量引入学生社区，有效
激发了学生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
同，营造出爱党爱国爱校的良好
校园文化氛围。

利用“贵大学工”微信公众
号开设“学思践悟大课堂”，通过

“易班平台”搭建“易班+党建”
“易班+统战”“易班+学工”等模
式……网络思政平台与校园思政
紧密结合，提升网络正确声音的
传播和引领能力，引导师生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打造“书记校长与我面对

面”座谈会，以“直面问题不推
诿，真抓实干办实事”的理念引
导学生立足学校实际，关注和关
心学校发展；组建“传习社”辅
导员师生宣讲团和党建思政文化
中心学生讲解团，把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推进新时
代党的创新理论进校园。

……
深度挖掘创新运用红色资

源，全面拓展线上线下育人阵
地，强力推进实践育人路径探
索，贵州大学构建起了“立体、
全面、深入、持续”的思政教育
体系，探索建立了“共情、共
鸣、共行、共享”的思政教育模
式，打造了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协同并进育人格局。

在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
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贵
州大学还根据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特点，打造研究生特色社会
实践大课堂，教育引导研究生在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坚定
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话说千万遍，不如基层走一
遍！”方永琼是贵州大学“青年实干
家计划”中的一员，今年暑假她以
石阡县困牛山村兼职团委副书记
的身份深入基层学习。跟着村干部
走村串户，参与村里资料信息整
合、调解村民纠纷、红色文化提炼
建设、农产品的包装设计等工作，
让她对“实干”有了更深的理解，

“青春飞扬的姿态不只是向上的攀
岩，也可以是向下的扎根。”

“ 博 士 村 长 ”“ 博 士 工 程
师”……贵州大学通过积极推动
文化育人与实践育人融合，鼓励
广大研究生积极申报红色文化实
践项目，切实打造了一批具有贵
州大学特色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品牌，拓展了全面育人新格局。

红色资源赋能“大思政课”

12月30日上午，在即将迎来
遵义会议90周年之际，中共贵州
省委在贵阳举行“大力弘扬遵义
会议精神 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
承利用”新闻发布会。

“90年前红军长征中大部分为
年轻人，如今贵州在利用红色资
源优势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中有
哪些好的做法？”有记者提问。

省教育厅党组书记陈云坤介
绍，近年来，贵州深入挖掘红色
资源，从课程建设、研学实践和
校园文化建设三个方面着力推动
红色文化进校园，打造一体化铸
魂育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强化课程建设
夯实课堂教学主阵地

校馆携手打造“娄山雄关
铸魂育人”“猴场会议里的开学第
一课”等系列精品思政课程。开
发“百年红色贵州”“赤水乌蒙”

“红飘带”——长征与贵州红色文
化等网络选修课程，开设“观红
色长廊 学光辉党史”主题课
程，联合开发“长征精神与当代

大学生”“红军长征在贵州”等通
识教育课程。组织高校编撰《远
方》《林青——远方的故事》等红
色教育读本，《长征故事进校园教
师教学用书》《红色塑魂》等特色
校本教材。以教育部“一省一策
思政课”为载体，将红色文化融
入思政教育，省内高校协同创
新、合作共建红色文化开放课

堂。部分高校将参观校史馆纳入
新生开学第一课，全省中小学以

“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为主
题，以“红军山下讲长征、会址
楼前学党史、红色基因代代传”
为主要内容，组织别开生面的

“开学第一课”。今年9月，主动
策划，与江西省、陕西省教育厅
联办2024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

特别节目《长征精神之美》。“实
景讲述+史料呈现+云端播放”的
新颖形式获网友广泛关注，节目
视频全网点击、点赞和播放总量
超2亿次。

强化研学实践
打造实践育人大课堂

按照“红色赓续类”“文化
传承类”“时代召唤类”三个类
别遴选建设的 49 家理想信念教
育基地，部分已面向社会免费开
放。指导遵义市内学校和遵义会
议纪念馆、四渡赤水纪念馆、
《伟大转折》 剧场等 147 个“大
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结对合
作，多家高校与贵州长征文化数
字艺术馆 （“红飘带”）、贵州
省博物馆、黎平会议纪念馆等研
学实践基地合作，拓展研学实践
圈，上好“行走的思政课”。今
年6月，与北京市、上海市、湖
南省等6省 （市） 联合成立“全
国红色文化育人共同体”，共建
共享精品课程、实践研修等资
源，协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

强化校园文化建设
续写美育浸润新篇章

连续十七年举办全省中小学
生“贵青杯”系列活动，连续十
九年举办“多彩校园·闪亮青
春”全省校园文化活动月，擦亮

“薪火黔行”思政品牌，通过举办
红色文化创新赛事，持续引导全
省大中小学生树立与时代同向、
和祖国同行的价值追求。打造

“一校一品”校园原创红色文艺剧
目，如遵义师范学院歌舞剧《遵
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安顺学院
舞台剧《王若飞》、黔南民族师范
学院歌剧《邓恩铭》等。推进红
色艺术精品巡演展演，以红色文
化丰富美育教育，启迪学生向美
而行、循美而进！

陈云坤还介绍道，2008 年，
全国第一所红军小学——娄山关
红军小学正式建成投用。今年9
月1日，石阡困牛山红军学校正式
授旗授牌。现在，贵州的红军小
学已经达到了 20 所。“辉光所
烛，万里同晷。”新一代的青少年
踵事增华、熠熠前行、赓续红色
血脉，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为参观者讲解。

本报讯（记者 肖知潞）近日，贵州省语言文
字工作管理者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在贵阳圆满结
束。此次培训旨在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
神，推动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升贵州省语
言文字工作干部队伍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及业务
能力。来自全省各地州、市及下辖各区、县的语言
文字工作管理者共计20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是贯彻落实推广普及和规范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
工作的重要举措。培训期间，课程安排丰富多样，
包括语言普及率调查、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赛
事解读、普通话测试、实地考察等多个方面内容。

在培训过程中，学员们积极参与讨论和交流，
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分享各自的工作经验和管理
心得，并围绕着语言文字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开
展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探索新的工作路径与形
式，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不仅加深了对语言
文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还提高了自身的业务能力
和水平。

学员们表示，本次语言文字培训形式和内容多
元，相关语言政策理论涵盖全面，对文化传承和教
育创新有新的挖掘与探索；讲座研讨相互融合，理
论实践紧密结合；整个培训行程高效而充实，为今
后的语言文字工作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次培训班的顺利举办，标志着贵州省语言文
字工作管理者能力提升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未
来，贵州省将继续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管理者队伍建
设，不断提升管理者的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为推
动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