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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热土 厚植爱国情怀
——天津通过讲好“大思政课”努力培养能担大任的时代新人

■ 本报记者 姜凝

1月13日，南开大学八里台校
区主楼小礼堂内灯光璀璨、气氛热
烈，200余名师生代表齐聚一堂，重
温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 1月17日
视察南开大学重要讲话精神。当

天，《牢记嘱托谱新篇》启幕，以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时的珍贵影像和殷殷嘱托开篇，

近200幅照片依次呈现，成为这堂“大思政课”的
生动教材。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
键课程。上好思政课，事关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事关民族复兴大任。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
活中来讲”“‘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
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我市通过讲
好“大思政课”培养能担大任的时代新人提出了明确
要求，为高校履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提供了
重要遵循。

在“大思政课”之“大”上做文章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
怀。”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津南开大
学考察调研，对这座爱国奋斗、公能日新的百年学府
给予高度评价。
“大思政课”之“大”，在于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引

导学生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近日，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在南

开大学八里台校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百年校史展中
开展。从学校草创初期便奋不顾身融入爱国主义洪
流，到新时代自觉践行“小我融入大我”的殷切嘱托，
同学们跟随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徐曼和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一路走、一路学。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思政课如何发挥塑

造大学生灵魂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更加有效影响大
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风貌，是徐曼等教师一
直以来思考的问题。

百年校史是最好的思政“教科书”。置身校史展情
境体验中，南开校训里体现的公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润物无声地浸润着心灵。“这种沉浸式教学方
式, 让大家感到亲切且富有实效, 使我们对南开大学
百年爱国主义传统和南开人的爱国情怀有了全面、直
观的了解。”南开大学文学院2023级中文伯苓班本科生
杜峥说。
“南开大学张伯苓老校长有‘三问’——你是中国人

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既是历史之问，
也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就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习近平总书记其言谆谆，其意切切。

5年来，“爱国三问”不仅回响在南开校园，更响彻于
祖国广袤大地。一大批“爱国三问”宣讲基地先后在宁
夏银川、陕西延安等地落户，激励着更多青年学子怀揣
家国情怀、立志成才报国。
“我们将持续强化党建思政基本功，用好‘大思政

课’基地资源，打造更多立体生动、身临其境的思政课
堂，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大思政课’融通共建的长
效机制，为培养能担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南开大
学党委副书记梁琪表示。

让思政“星火”“点燃”科普课堂

寒假临近，天津商业大学理学院教师刘敏及其团
队教师正着手打磨新学期的科普思政公开课方案，将
围绕天津12条重点产业链开展科普思政的实践活动。

前不久，该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2022级本
科生朱正东作为志愿者参与了学校举办的大型科普思
政活动，他表示：“这是新型实践活动，老师们在科普内
容中系统加入思政元素、厚植爱国情怀，同时注重结合
当下热点，使科普内容更加鲜活生动，还能引导青少年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激励大家把为社会
作更多贡献作为人生追求。”
“科普思政的亮点是科普与思政的有机融合。科

普为思政育人提供载体，思政育人将科普工作的价
值和意义进一步升华。”天津市科普思政研究会秘书
长、天津商业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周严介绍，自2021年
天津商业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提出“科普思政”理
念以来，随着我市10多所高校的加入和不断推进，涌
现出一支致力于在“大思政”育人格局下开展科普教
育的队伍，并于去年成立了全国首家科普思政社团
组织——天津市科普思政研究会，协同我市大中小学
幼儿园开展科普思政协同育人工作；成立天津市高校
培育智库——科普思政研究中心，进行理论研究，探
索体系化的育人模式，为推进天津市全域科普纵深发
展贡献高校力量。

打造新平台 思政“不断线”

近年来，我市高校持续聚焦学生思想需求，着力打
造思政教育新平台，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
和吸引力，让思政教育“接地气”“冒热气”“不断线”。

为切实加强本科生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提升跨
学院大类本科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精准度和针对性，天
津大学从2022年起实施师友导师计划，每间宿舍选配1
名师友导师，针对性解决学生成长困惑，与其他育人平
台结合，多角度引导学生涵养家国情怀。

作为首批40个天津市网络思政名师工作室之一的
天津城建大学“‘城’不欺我的马老师”工作室，创新开
展网络思政教育，针对青年学生所需，录制微思政课、
微视频等，立体式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生动讲解津门红色往事、深入评析热点事件等，
将思政融入故事与生活。目前，该工作室已发布作品
近40个，总视频浏览量超过480万，总获赞量近5万。
其中，作品《信仰的力量》单条视频点赞量达1.1万，浏
览量达144万。

中国民航大学善用社会“大课堂”，将思政课堂
“搬”到社会生活第一线，同时打造特色竞赛品牌，天津
市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公开课大赛和学校2类
竞赛协同发力，学生从“我来学”转为“我来讲”，让学生
“动”起来、专业课程“活”起来、思政教育“实”起来。

■ 本报记者 孟若冰 宋德松

“这活动真是太好了！天津医科大学的学生给我
们讲养生，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学生教我们学英语，都
不用专门去老年大学啦！”社区居民齐达昌大爷乐呵
呵地说。

冬日的津城是温暖的，幸福与感动无处不在。
今年81岁的齐大爷家住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

社区，他所说的“活动”，是一场于居民而言很有意义
的签约仪式——

来自全市多所高校的团委书记，将深入和平区各
街道“担任”团委副书记，组织高校大学生以文明实践
志愿者的身份来到社区，把专业化、系统化的文明实
践活动送到居民家门口。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基层社
会治理的有力推手。

2019年 1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朝阳里社
区，同志愿者亲切交流的场景历历在目。“志愿服务是
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广大志愿者奉献爱心的
重要渠道。要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更好发挥志
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一句句深切的叮
嘱，大家铭记、践行。

去年，我市正式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一
幅志愿服务有效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温情画卷正在
津沽大地愈绘愈美……

天津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志愿者引“智”聚能
的治理——

朝阳里社区，全国首个社区志愿者组织的发祥
地，七成居民都是志愿者。有着爽朗笑声的齐大爷，
就是其中之一。

5年来，他的义务理发点给众多社区老人带来方便。
“每次理完发，大家都会在本上登记姓名和时间。对于行
动不便的老人，这个本子更有用，我一看就知道，大概什么
时间、该去谁家帮他理发了。”齐大爷告诉记者。

沉稳的步伐、洪亮的声音、矍铄的精气神，如果不
说，丝毫看不出齐大爷是一名癌症患者。曾经，他也因
患病变得消沉。自从加入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齐大爷
仿佛变了一个人，每天都是能量满满。
“建一支志愿服务队，就是搭一个平台，让更多居民

参与进来，在这里发光发热，在这里互帮互助，这就是我
们最想看到的事。”朝阳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苗
苗说。

如今，朝阳里社区成立了38支志愿服务队，有注册
志愿者3996人，占常住人口的七成，年均开展志愿服务
5600件次。

和平区将每年1月17日设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日”，将群众“所需”和全区各级文明实践阵地、全区
各单位志愿服务队伍“所能”结合起来，实现由“一对一
服务”到“集中服务”的转变。

微光成炬，聚沙成塔。天津不断创新形式，推进志
愿服务精准化、常态化、便利化、品牌化，发挥志愿服务
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截至目前，全市注册志愿者298万人，较2019年年初
增幅33%；志愿服务团队1.9万余支，较2019年年初增幅
77%，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已化为城市基
因，融入市民血脉。

天津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大数据汇“智”赋能的
治理——
“大家好，便民服务可以线上预约啦！理发、磨剪

子磨菜刀、居家维修维护，大家都可以在‘爱社区’小程

序上预约。”前不久，河东区二号桥街道陶然庭苑社区
的微信群里，发布了这样一条信息，为社区居民生活再
添便利。

如今，陶然庭苑社区已发展成一个运用大数据手段
对网格事件进行深度挖掘与多维分析，对物业管理、车辆
乱停、噪声扰民等频发问题第一时间靶向治理，涵盖“智
慧党建、智慧物业、智慧养老、智慧医疗、智慧育儿、智慧
成长、智慧娱乐、智慧宣传、智慧居务”等方方面面的“智
慧陶然”。

用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是大势所趋，也是时代所向。
河东区坚持在提升智慧水平上升级蓄力，打通“河东

社区通”与“智慧河东”数据，建设“津心办”河东旗舰店，
设置9大类31个应用场景，将社区人口、商户、环境、安全
等基本要素录入“一张表”，实现政务服务“掌上办”，不断
便捷百姓生活，增强大家的幸福感。

放眼全市，一份沉甸甸的“数字成绩单”摆在面前：
大力推进智慧治理云平台建设，高标准建成5G基

站6.6万个，实现“津治通”社会治理融合平台全面贯通各
区、街镇、社区（村）和基层全科网格；

完成社会治理“一张表”系统开发建设，在全市14
个区实现全域推广使用，达到“一表采集、动态录入、多
头应用”；

开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信息服务平台，统筹173家市级
单位资源，搭建宣讲、教育、文艺、科技等9大资源平台，紧
贴群众需求，发布805个服务项目，形成“基层点单、中心
派单、志愿服务组织接单、群众评单”的供需服务链；

……
基层治，百姓安。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

勇前行，天津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已成为增进民生福
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

基层“智”理 天津这样创新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成果丰硕

▲2023年9月25日，和平区朝阳里社区携手共建单位、辖区居民举办“想你的风吹到朝阳里”主题公益活动。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2023年国庆节，我市到处可见手举国旗进行庆祝的青年。 本报记者 孙立伟 摄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资料照片）

▲2023年9月，南开大学本科新生和家长在津南
校区周总理塑像前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姜宝成 摄

探索实践育人新范式
推进“大思政课”综合改革

资料来源：市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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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工作是具体的，要坚持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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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朝阳里社区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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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我市牵头成立全国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教学联盟，打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N+X”课程群；每年组织开展10场骨干培训、100场集体备课，2023年
推出1000余堂“拿手一课”，覆盖全体思政教师；探索实践育人新范式，将社
会实践纳入学分体系，挂牌100个实践基地和87个大中小学手拉手基
地；打造8个“三全育人”示范区、30个示范校、100个思政工作精品项
目，发布1000个爱国主义教育案例、700篇学生疑难解答，获批17项
全国思政工作质量提升综合改革精品项目，位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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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津南开大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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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市推进“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在全国率先落实思政课
教师、辅导员职称单列，遴选64名局、处级领导干部和30名博物馆金牌
讲解员兼任思政课教师；建设全国思政课虚拟仿真体验中心和12个市级
思政课重点实验室，首批40个天津市网络思政名师工作室短视频传播量
破千万，10集《海河上的思政课》网络浏览量过百万；近年成立天津市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联盟，组织每所中小学校至少与1所高校签约共
建，“大自然在说话”“在红旗下成长”等开学第一课深受学生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