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党建与思政工作是高校

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对推进一流

高校建设、引领学生思想以及全方

位人才培养等方面都起到积极的

导向作用。大别山精神作为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融入高校党建思政工作，对于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探讨大别

山精神融入高校党建思政工作的

路径，以期为高校党建思政工作提

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一、大别山精神的内涵与价值

意蕴

（一）大别山精神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别山革命

老区考察调研时强调，鄂豫皖苏区

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

也是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地之一，大

别山“28 年红旗不倒”，焦裕禄精

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

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讲

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

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

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

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

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大别山精神是指在 1921 年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这一特定历史

时期,在大别山这一特定区域,由大

别山地区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

在长期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用鲜血

和生命凝成的一种以为共产主义

奋斗为价值取向的革命信念、革命

意志、革命品质和革命行动的总

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别山区军

民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用鲜血和生

命铸就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不仅

是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党政军民

战胜艰难险阻的强大武器，也是新

时代高校党建思政工作的重要精

神资源。

（二）大别山精神的价值意蕴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中，传承弘扬大别山

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已经成

为新时代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指引着大别山

人民在奋力实现“两个更好”的新

征程上更加奋发有为。大别山精神

对高校党建思政工作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它强调了信念的重要

性，提醒高校在党建思政工作中要

坚定理想信念；它强调了全局观

念，要求高校在党建思政工作中要

把握大局；它强调了团结协作，鼓

励高校在党建思政工作中要形成

合力；它强调了勇于担当，激励高

校在党建思政工作中要敢于创新。

二、大别山精神融入高校党建

思政工作的实践路径

（一）加强融合体制机制建设

大别山精神融入高校党建思

政工作的融合体制机制建设，我们

要建立跨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明

确各部门在深度融合中的职责和

任务，融合各种教育和管理资源，

形成工作合力，从以下方面进行：

搭建协同创新教育平台。强化

高校内部基地建设，提升党建工作

团队与思政教育团队归属感与交

流互动。创建制度化平台，针对协

同创新平台蕴藏的内容、形式、功

能与评价等进行合理约束，落实高

校学生党建及思政教育工作的统

一化管理。

注重思想建设和群众工作。注

重理论武装，创新知行合一的理论

学习方法，丰富理论学习的内容和

载体，提升理论学习的亲和力，充

分发挥工会、妇联、团委、学生会的

作用。

发挥组织优势。强化组织战斗

力，坚持工作到哪里，党组织就覆

盖到哪里，在院系、专业、团队、平

台等业务单元建立党组织，发挥

“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

组”一竿子到底抓执行的优势，提

高治理效能。

重视大别山精神学习，守好意

识形态阵地。将大别山精神融入学

校思政教育工作中，不断拓展思政

课的时空场域，创新全员育人、全

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体制机

制。

（二）创新党建引领思政教育

新模式

以“融合”的理念构建“党建

+”融合共建工作新模式，在思想引

领、人才培养、平台创新、服务管理

等方面全面激发基层党组织生机

与活力，改进传统课堂教学方式，

探索思政课教学新模式，积极筹建

党建沙龙、党建文化走廊，促进高

校党建和思政课教学的互动互鉴，

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

建设使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

加强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思政教育

资源建设，推动教学资源建设常态

化机制化，通过项目支持的方式，

组织开发和推荐一批科学权威实

用的课件、讲义，推动一线教师统

一使用，加强思政课教学资源库建

设，实施中小学思政课精品课程建

设计划，推出一批思政“金课”。

打造网络教育宣传云平台。组

织开展“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

活动，鼓励师生围绕思政课教学内

容创作微电影、动漫、音乐、短视频

等，建设资源共享、在线互动、网络

宣传等为一体的“云上大思政课”

平台。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

大学生在线、易班等网络平台建

设，积极研发成本适宜的虚拟仿真

教学资源，组织开展“同上一堂思

政大课”活动。

构建“党建 +”融合共建工作

新模式。以“融合”的理念构建“党

建 +”融合共建工作新模式，发挥

“党建 + 思想建设”的引领旗帜，加

强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

员等育人主体的协同配合，在协同

育人机制中构建“大思政”育人格

局，实现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理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

党建引领“课程思政”协同育

人路径。“党建 + 课程思政”模式引

导、推动课程思政的全覆盖，在“三

全育人”体系构建中具有重要作

用。高校应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不

断促进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促进

课程思政全面落实，课程思政的成

果积极应用于党建，有效提升党组

织和党员的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

基层组织“强基创优”建设计划。学

校坚持政治引领，实施基层组织

“强基创优”建设计划，创建“全国

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基层组织全

面促进党建与思政深度融合、同频

共振。各教工党支部把支部建在专

业上，积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推

进专业课程思政团队建设。

（三）利用网络平台加强融合

宣传

高校党建工作者与思想政治

教育者要充分利用学生喜闻乐见

的方式和手段，使思想政治工作

“联网上线”，增强时代感和吸引

力。运用互联网新技术，创新大别

山精神传播方式，高校要建立网络

教育平台，打造全方位的红色融媒

体课堂。通过深挖大别山红色基

因，打造优质短视频，用情讲好红

色故事；通过创新教育手段，开展

网络情景教学，深度解读和阐释大

别山精神，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

加强网络思政建设，深化理论

宣传。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网络宣传的重中

之重，通过网上课堂、网络宣讲、理

论研讨、专家解读等多种形式，全

方位、多维度阐释其科学内涵、精

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加快数字化赋能，凝聚广泛共

识。顺应数字化发展时代潮流，主

动识变应变求变，以数字化赋能思

政工作理念、方法、载体、手段等全

方位创新，更好地把网络空间建设

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争取人心、

汇聚力量的新空间。

拓展思政阵地，强化互联网思

维。推动思政工作队伍进军网上、

深入网上，加快推进思政工作资源

数字化、平台网络化、手段智能化，

在智慧城市、数字政务、数字校园、

数字乡村等建设中全面融入思政

元素，充分运用互联网打通思政工

作的“最后一公里”。

聚焦年轻群体，深耕青少年网

民活跃聚集的平台。把握青少年网

民的心理特点、思维特征和阅读习

惯，灵活运用直播、短视频、动漫等

融媒体形式，精心做好大思政课网

上宣传，打造更多年轻人愿听愿

看、爱刷爱赞、共情共鸣的现象级

产品。

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合力绘

就网上网下最大同心圆。统筹谋

划、多方联动，广泛动员全党全社

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构建起全

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网络思政

建设大格局。

融合传播矩阵，推动网络育人

创新实践。以办好思政类公众号为

中央主线，实现“旧融于新”，构筑

起网络育人的全媒体平台，聚焦红

色校史资源、学术文化、理论研究

资源，将内容优势转化为网络育人

优势。

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强化高

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新

媒体平台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促进作用，推动高校公众号成为思

政教育有效载体，增强思政工作的

时代感和实效性。

大别山精神融入高校党建思

政工作，不仅能够丰富高校师生对

党建工作与思政工作的认知、加强

理解，还能共享党建与思政工作融

合红利，提高学生理论学习水平，

带动师生参与党建与思政特色活

动的积极性，促进高校党建思政工

作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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