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展台12 2022年1月6日 星期四 广告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发行单位：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发行方式：邮发 京海市监广登字20170213号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30.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作为一所中国共产党创办于 1948
年的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牢记初
心使命，在建党百年之际，坚持引导
全体师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推动学校各项工作
高质量开展。

突出学史明理
创新载体增强“渗透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通过深化专题
学 习 、 加 强 政 治 引 领 、 创 新 宣 讲 培
训，进一步引导全校师生学史明理，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一是专题学习突出“深”字重领
悟。制定专题学习方案，精心统筹安
排 全 校 理 论 学 习 ， 通 过 校 领 导 带 头
学 、 师 生 及 时 跟 进 学 ， 掀 起 学 习 热
潮。校党委中心组通过听报告、读原
文、写心得、看展览、实践研学、专
题读书班等多种形式，开展了 21 次中
心组学习。9 名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均
走上讲台，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党员
干部学好用好百年党史这座“精神富
矿”。通过二级党委中心组学习、主题
党日、主题团日、党史学习教育党外
人士宣讲会、统一战线党史学习教育
专题讲座等，进一步增强党史学习教
育的针对性。7 月 1 日当天，学校组织
了“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师生联学会
和专家座谈会，引导师生及时跟进学
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后，校
领导带头学习全会精神，师生热烈响
应，相关热议被“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报道。

二是政治引领突出“活”字抓特
色。以“剧、会、展、课”创新政治
引领载体。编排 《曙色》 等两部原创
红色舞台剧，开展了师生红歌会、老
同志风采展、国庆迎新晚会、国旗故
事汇、湖畔音乐会 5 场大型文艺活动，
开设了红色图书展、百年金融展、党
史专家手稿展、教职工书画展 4 个展
览，摄制了 15 期“我是党史领学人”
微党课和 12 期“师说”学术微视频，
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火”起
来。将党史元素融入毕业典礼、开学
第一课、新生军训、国庆庆典、秋季
运 动 会 等 ， 进 一 步 强 化 典 礼 育 人 实
效。通过“全体校领导共上一门思政
课”和“读懂中国”系列通识课，教
育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情感。举办“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和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
增强师生及离退休教职工的归属感、
荣誉感、获得感。为全校师生编印、
购买党史学习教育理论读本 1.4 万余
册，不断丰富党史学习教育资源库。
自 主 研 发 推 出 了 以 “ 新 时 代 · 新 思
想·新经典”为主题的学“四史”在
线阅读平台——“读懂中国·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书香在线”，成为师生随
时、随地、随身学习“四史”的“终
身书房”和资源宝库。

三是宣讲培训突出“新”字强效
果。学校成立了规模大、层次丰、阵
容强的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包括 142
名成员，共开展党史宣讲 500 余场，覆
盖 35 万余人次。通过领导干部带头
讲 、 专 家 学 者 全 面 讲 、 老 同 志 鲜 活
讲、青年师生情理结合讲等形式，把
党史讲清、讲准、讲透。校领导及各
二级单位负责人面向全体师生开展专
题党课、专题讲座、微党课等特色化

宣讲 110 余场，形成“一级讲给一级
听，一级带着一级干”的良好氛围。
推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宣讲
课单，组织 15 位专家学者和 5 名博士
生，选定 20 个宣讲专题，为校内外提
供点单式宣讲，主动贴近师生和群众的
关注点和兴趣点。宣讲团成员先后前往
湖北、河南、重庆、江苏等 6 个省市进
行宣讲，还通过网络把党史知识送到新
疆，让党的故事在基层“深下去、沉下
去”。90 岁高龄的毛磊教授在中共五大
会址纪念馆讲授党课，受到时任湖北省
政府部门领导的高度肯定；学生陈雨彤
入选“红色文物青年说”微课程讲述
人；以学生邱垂育为代表的志愿讲解队
前往武汉革命博物馆，为游客提供免费
讲解服务 500 余小时，推动党史知识

“声”入人心。开展“悟思想·铭初
心”专题培训，以“理论+实践”“线
上+线下”“专题+日常”等形式，举办
干部研讨班、党建培训班、专家人才班
等10类项目，培训师生4万余人。组建
100 支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师生党员赴
井冈山、延安、洪湖革命老区、河南宝
丰等地开展实践研学，在追寻红色足迹
中传承革命精神。

突出学史增信
研究阐释增强担当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充分发挥经法
管学科优势，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学科
建设紧密结合，鼓励师生结合专业特
长对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史进行
深 入 研 究 ， 充 分 展 现 高 校 的 使 命 担
当，为增强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一是深化研究阐释，筑牢理论阵
地 。 学 校 组 织 专 家 学 者 撰 写 理 论 文
章、召开专题研讨会，为推动哲学社
会科学事业发展贡献智慧。校领导在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世界》 等刊物
上发表理论文章 32 篇。开设“读懂中
国共产党百年辉煌”“读懂中国——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阐释”等 4
个学习专栏，组织专家学者围绕党史
学习教育、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 会 精 神 等 主 题 进 行 全 方 位 、 深 层
次、多角度的研究阐释，刊发专家学
者、党员干部理论文章 100 余篇，掀起
研究阐释的热潮。召开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师生联学会，举办“百
年大党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
新”专题研讨会和研究阐释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会，积极组
织申报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研究
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深化对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规律性认识作出了贡献。

二是发挥学科优势，推动党史研
究。学校发挥经法管学科特色优势，
研 制 建 设 方 案 ， 立 项 支 持 党 史 学 科

“三驾马车”学术著作汇编，召开党史

学科座谈会和校级领导调研会，推动
党 史 学 科 发 展 。 通 过 召 开 高 水 平 会
议、推出高水平成果，努力打造突出

“党史+专业”特色的研究高地。举办
“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 100 年

高峰论坛”，为党史研究贡献中南力量
和中南智慧。组织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共
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经济史、法治史
等开展专项史研究，全校共有 5 个相关
项目获批立项，共发表学术论文、著作
20余篇。校长杨灿明教授主编《中国财
政学》的团队和常明明教授主编《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经 济 史 （1949—1978
年）》的团队成功入选首批中国经济学
教材编写团队；副校长邹进文教授任总
主编的 2021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中 国 共 产 党 经 济 思 想 史 （1921—
2021）》四卷本出版，用理论研究成果
进一步传承了学校“建校为党、发展为
国、成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

三是深挖红色校史，赓续精神血
脉。学校注重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
色故事。设立“不忘创校初心、牢记
育人使命、弘扬学科精神”后期资助
项目，共资助 8 项课题，深入挖掘校史
中蕴含的红色基因。召开离退休干部
党史学习教育座谈会，邀请离退休干
部共同回忆、研讨、挖掘红色校史。
充分利用全媒体平台，讲好讲活红色
校史故事。全媒体平台推出校史故事
专栏，挖掘老校长潘梓年等 20 余个校
史中的红色人物和红色故事，进一步
赓续红色血脉。拍摄 《中原大学为党
而生》《初心》 校史专题片，举办“学
四史·忆校史·守初心”讲解大赛和

“与你共读简明校史”等活动，讲述校
史中的党史故事，其中 《中原大学为
党而生》 登陆中国教育电视台展播。

突出学史崇德
示范带动增强影响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及时总结各阶
段经验，深入挖掘党史学习教育中涌
现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积极汇集
凝练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多次被主流
媒体报道，用优秀人物、精彩案例示
范带动，突出学史崇德，进一步增强
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影响力。

一 是 全 面 展 示 学 习 教 育 丰 硕 成
果。学校党史学习教育相关工作情况
获主流媒体报道 320 余次，并被新华
网、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湖北
省党史学习教育简报》 等专篇报道。

二是着重挖掘身边模范典型。深
入挖掘学校党史学习教育及办实事实
践 活 动 中 涌 现 的 典 型 人 物 和 典 型 事
迹，如 90 岁高龄痴心讲党史的毛磊教
授、首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意大利语版的黄美玲教授、银龄教师
徐双敏教授、入选“高校辅导员年度
人物”的尼加提·艾买提、获评“中
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的苏正民等。其
中苏正民的作品 《走出大山，回到大
山》 获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
节”“全国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推选
展示活动”网文类一等奖。学校微信
公众号的“我为师生办实事”实践活
动相关推文获 10 万多次点击量。

三是充分利用全媒体平台。在专题
网站、学校主页、新闻网、微博、微信公
众号、校报、广播台等媒体平台开设专题
板块，发表各类新闻报道2400余篇。推
出图文宣传“百年辉煌”38期、“党史日
志”300 余期，全方位展示师生学习动

态，为党史学习教育营造浓厚氛围。

突出学史力行
办好实事增强凝聚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扎实开展“我为
师生办实事”实践活动，制定《“我为
师生办实事”实践活动方案》，推动校党
委、二级党委、党支部、党员四级联动
办实事的工作机制。建立校党委“学党
史、助发展、开新局”办实事工作台
账，围绕党史学科建设和教师、学生、
科研评价改革等11个方面，办好系列实
事、大事、好事。

一是解决“急难愁盼”，为师生办
实事。聚焦师生关心关切的“食住行医
教”问题，持续发力，让师生感受到实
实在在的提升。在改善用餐环境方面，
已完成滨湖园、环湖园、临湖园、望湖
园等 4 个食堂的提档升级，得到师生好
评。在改善住宿环境方面，望湖片区建
成741间现代化宿舍和面积5200平方米
的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学生宿舍加装
门禁系统已完成项目设计和投资评审；
投入1600万元，实施南湖水环境提升工
程，打造面积 4.4 万平方米的南湖绿
道；竹苑小区老年活动中心已完成建设
并正式交付使用，校园住宿条件和生态
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在完善出行条件方
面，南湖校区停车规划项目和校园周边
停车整治行动成效明显，交通拥堵现象
大为缓解；新体育场地下停车场项目已
完成，教职工“停车难”问题将得到解
决。在便民医疗方面，修订了《教职工
大病医疗互助金管理办法》，进一步提高
资助比例；深入推进新冠肺炎疫苗接种
工作，已开展13批次大规模接种，接种
总针剂数 5.1 万剂；完成师生核酸检测
5.3 万人次，长期上门为老同志检测核
酸、送医送药。在扩充教育资源方面，
大力推进与政府部门共建中小学和幼儿
园改扩建项目，校务会已审议通过中小
学意向地块方案，积极协调解决骨干教
师子女入学问题；幼儿园改扩建正在稳
步推进，预计将于2022年投入使用。

二是破解“硬骨头”难题，为学
校谋大事。深入推进教师、学生、科
研评价改革。推进人文社会科学教师
评价改革；改革学生综合评价制度，
修订完善学生奖助学金、科研奖励评
选办法、第二课堂制度和体育评价制
度；推进科研评价改革，制定优秀科
研成果评选办法和学术评价指南。大
力推进新文科建设，制定 《新文科本
科人才培养行动方案》，构建新文科课
程评价工作体系。深度推进“理职明
责”，厘清 10 余项职责不明、交叉、错
位等事项，开列部门职责清单。做好
新 一 轮 “ 双 一 流 ” 建 设 方 案 编 制 工
作，推动学科建设跃上新台阶。

三是发挥学校优势，为社会办好
事。制定发布学校 《定点帮扶与对口
支援工作方案》 和 2021 年工作计划，
支持受援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
善 工 作 体 制 机 制 ， 修 订 完 善 干 部 选
派 、 资 金 使 用 和 生 活 保 障 等 相 关 制
度。积极推动“援疆”“援滇”工作，
选派 13 名银龄教师赴新疆、云南支
教。助力乡村振兴，2021 年以来，支
持云南省盐津县和湖北省通城县、建
始县、兴山县等地帮扶资金 621 万元、
捐赠帮扶物资 945 万元，开展消费帮扶
662 万元，培训基层干部 1520 人次，
培训技术人员 2871 人次。

（明媛 杜玥 白高辉）

红色基因薪火传 立德树人谱新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史学习教育纪略

高校肩负着立德树人的重
要使命，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过程中，要用好红色资源、
讲好党史故事、赓续红色血
脉，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要言之有物，把红色资源
利用好。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
斗历程中，在革命、建设和改
革各个时期，留下了许多独具
特色、极为珍贵的红色资源，
它们是党百年光辉历程的见证
者，也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生动教材。高校要依托本校、
本地区丰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和
丰富的党史、校史资源，以历
史文献、旧址遗迹、革命博物
馆、纪念场馆等为载体，让文
物发声、用史实说话，通过参
观展览、缅怀英烈、口述历
史、红色研学等形式，把党史
故事讲述好、传播好，充分发
挥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引导
青年学生在重温红色记忆中厚
植家国情怀。作为一所具有红
色基因、地处红色热土的高
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深入挖掘校史中
的党史故事和红色精神，将党
史资源转化为育人优势。学校
拍摄校史专题片 《中原大学为
党而生》 并在中国教育电视台
展播，组织党员干部和师生到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等红色
场馆开展专题读书班、支部主
题党日、主题班会等，在武汉
革命博物馆建立思政课实践教
学基地，组织 100 支队伍赴全
国各地红色地标开展社会实践
活动，注重利用红色资源引导
师生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革命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要言之有情，把红色传统
发扬好。一部峥嵘党史，既是
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也是
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
命运的历史，其中无数感人至
深的故事见证着信仰之美、使
命之重、英雄之气、崇高之
志。高校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要聚焦党的百年奋斗重大历史
成就，以党的重大事件为线
索，以不同时期的典型事例、
历史人物、精彩故事为主干，
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
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
和烈士的故事，打造爱国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课堂，
引导青年学生学习革命先辈对
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对革命事
业锲而不舍的英雄事迹，弘扬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
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
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
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
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
心，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注重以情动
人，讲出有温度的党史，实现
持久深入的育人效果。全体校
领导共上一门思政课，深情诠
释学校“建校为党、发展为
国、成长为人民”的初心使
命；90 岁的党史专家毛磊在中
共五大会址讲授致力党史研究
60 年的成果；获评“中国大学
生年度人物”的彝族学生苏正
民倾情讲述了“彝海结盟”这
一民族团结佳话。

要言之有理，把中国道路
阐释好。党史学习教育既要以
情感人，又要以理服人，要讲
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
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引
导广大党员加深对党史的理解
和把握，加深对党史理论的理
解和认识，真正做到学史明
理。高校要积极发挥科学研究
职能，围绕百年党史开展研究
阐释，通过党史故事讲清党的
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哲
理，弄清其中的历史逻辑、理
论逻辑、实践逻辑，引导青年
学生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不断增进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
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围绕百

年党史，发挥经法管学科特色
和党史学科基础优势，突出

“党史+专业”研究特色，组织
专家学者不断加强学理化研
究、学术化阐释、学科化建
设。开设“读懂中国共产党百
年辉煌”等多个学习阐释专栏
刊发系列理论文章，多项党史
党建、经济史相关研究课题获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立项，经济史专家主编的
2021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面
世，召开多场党史研究相关座
谈会、研讨会、高峰论坛。

要言之有趣，把红色故事
讲述好。讲好党史故事要主动
适应媒体新业态，充分发挥新
媒体传播快、受众多、影响大
的优势，通过短视频、直播、
微电影、动漫、H5等形式展示
生动丰富的学习内容，讲述党
史里蕴含的大道理大情怀，不
断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传播力
和影响力。同时，要构建立体
化传播矩阵，积极占领互联网
宣传新阵地、新平台，通过哔
哩哔哩弹幕视频网、抖音等新
媒体平台，主动、有效地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高校要紧密结
合师生的思想特点，注重创新
形式，让党史故事从师生身边
来、到师生心里去，提高师生
的积极性与参与度。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采用师生喜闻乐见的
形式，将党史故事、红色校史
融入到视频、话剧等作品中，
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吸引力、
感染力。短视频里说党史，多
期“党史故事汇·我是党史领
学人”系列微党课在新华网、

“中国大学生在线”网站等平台
展播；舞台剧里话校史，展演
并直播原创话剧《曙色》，打造
师生学习党史的“情景课堂”；
掌上书房学党史，“读懂中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书香在线”
成为师生随时随地学习党史的
理论宝库。 （覃虹 周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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