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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村幸福之路展示馆现场教学。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现场教学。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在 乡 村 振 兴 塔 元 庄在 乡 村 振 兴 塔 元 庄
同福模式展览馆参观同福模式展览馆参观。。

今年暑假，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组织开展“追寻领袖足迹 感悟思想伟力”全省大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设计全国线路、省内线路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主题社会实践。

据介绍，不同于以往“一支实践队所有队员来自同一所高校的同一专业”的
模式，此次行走全国线路的队员，是来自省内7所高校、以思政课教师和福建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生研习社学生为主体的50余名师生。

队员们从福建出发，途经浙江、上海、河北（正定），最终到达北京。14
天的行程内容涵盖了现场教学、社会调研、专家授课、座谈研讨、朋辈交

流、专题党课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形式在“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之
间搭建了一条实践之路，让思政课更富活力、充满魅力。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开展红色实践育人是新时代高校“大
思政课”的题中之义。课堂不再以传统的讲授为主要方式，师生共同追寻
历史遗迹、探寻历史脉络，学生在真切感悟中体会理论和真理。当前，“行
走的思政课”正在成为“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实践方式在各地火热展开。

我省的这堂“行走的思政课”让青年学子收获了怎样的成长？又让思政课
教师们有了哪些领悟？近日，记者走进全国线路实践队，倾听师生们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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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调研，感悟真理力量

沿着清冽的小溪溯流而上，荷花山漂
流欢笑满谷，农家乐、民宿游客盈门，原本
慵懒的夏日被映衬得生机勃勃。

7月8日，当浙江安吉余村的这番美景展
现在眼前时，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
士研究生潘楚元被激发起强烈的好奇心和探
究欲：“两山”理念名声在外，实际生活中的余
村村民过得怎么样呢？真的富裕富足吗？

“我曾以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两者间的关系是矛盾的，要发展肯定就会
有污染。”潘楚元说，在校学习期间自己曾
翻阅不少国内外关于“两山”理念的实践
案例，也和专业课教师进行过数次探讨，
但始终没能真正释惑。此次社会实践，他
瞄准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情况，与
另外 3 名同学、1 名思政课教师组成一支
调研小分队，探求绿色发展理念是怎样实
现“富口袋”又“富脑袋”。

那几天，调研小分队进村访企，行走于
绿水青山间，真真切切地看到昔日的矿坑
变成咖啡馆、水泥厂变成创客空间后的景
象；真真实实地感受到农家乐、白茶产业、
乡村图书馆、电影院、时尚茶饮、在地特产、
文创产品等产业结构的丰富多样。大家还
了解到，2022年，余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130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64863元。

离开余村，小分队的调研继续前行。一
行人以余村所见为例，向浙江省发改委的有
关同志进一步提出三问：什么是共同富裕？
浙江为什么能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在
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都做了哪些事？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当前浙江省在推
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诸多限制需要突破，
如城乡收入差距与公共服务落差衍生出的
农村老龄化、营商环境距离国际国内一流
水平尚有差距等问题。”对于调研中发现的
问题，队员们亦详细梳理并进行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就
曾提出‘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这是‘两
山’理念在福建的最早孕育。从福建到浙
江实地调研，才知伟大变革如此真实、如
此震撼。”潘楚元说。

如潘楚元所在的调研小分队一样，14
天里，全国线路实践队步履不停，一路追
寻领袖足迹、感悟思想伟力、体验伟大变
革，所见所闻皆有所悟。

在宁德霞浦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尹
义干的现场教学中，霞浦县委党校里的一
张张老相片、一件件旧物品、一份份翔实
的文件史料化作鲜活深刻的故事，师生们
在现场听得投入。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我知晓
这其中蕴含的人民情怀，力重千钧。‘四下
基层’，下的是基层，走的是民心，是心中
常思百姓疾苦，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
心上，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
透。”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
业硕士张凯玲说，“‘少年兮，志在四方’。
在日常学习中，我们应当做到坐于学堂而
非止于学堂，将书本知识和社会课堂紧密
结合起来，在增强学术性的同时多一点

‘泥土味’，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在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版

本厅里，同学们在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
《共产党宣言》前驻足良久。

华侨大学硕士生濮瑞恬说：“阅诵写讲
《共产党宣言》不仅是学术研究能力的基本
要求，也是理论经典宣讲中的重要任务。我
想成为一名思政课教师。我将更加认真研

习经典原著，扎实打好理论基础，用喜闻乐
见的方式讲透理论，并把实践思考融入到
宣讲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种。”

在河北正定塔元庄村，村里道路平
坦、绿树成荫，高楼林立、游人如织，乡
村 振 兴 模 式 展 览 馆、智 慧 农 场、健 身 广
场……随处可见的现代化景象让福州大
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郑宇翔震撼。

“乡村振兴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干出来
的，是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的
成果。实践才是最好的老师，这段传奇故事
里涌现的实干精神和务实作风激励我脚踏
实地、奋勇拼搏。”郑宇翔感慨道。

归程路上，师生们的讨论和思索仍在
持续。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
生黄雅彬在笔记本上这样追问自己：“在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我回望着百年前
的北京，红楼飞雪，多少英杰。在未名湖
畔，燕园骄阳，一代青年，师生共论道，民
族欲复兴、青年当何为？在北京市规划展
览馆，我向往着未来的北京，中轴依旧，满
城风景，都与城、舍与得、疏解与提升、一
核与两翼，协同并进。我凝视着心中那座
北京，红色星火，矢志不忘，‘爱国、革命、
自强、科学’的精神应传承发扬！”

广阔天地间，师生共成长

此趟跨越南北的社会实践，是青年学子
的体悟之行，亦是思政课教师的启发之旅。

“比如，‘共同富裕’是思政课教学的
重点，也是当前理论研究的热点。何谓‘共
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些知识
要点仅仅通过理论讲解，青年学生往往没
有深入认识，甚至存在诸多思想上的困
惑。”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
授汪炜伟分享了自己在授课中的真实案
例，“这些认识上的盲点无法完全在课堂
上得到化解。此次深入余村，与当地村民
面对面请教绿色发展之路，大家才真正明
白新时代的中国乡村如何转变发展思维、
缩小与城市的差距，并在不断提高村民收
入水平中逐渐实现共同富裕。”

采访中，不少思政课教师表示，学理性
与通俗性兼顾问题、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问
题、灌输性与启发性融合问题是当前高校思
政课教育教学改革当中的难点和痛点，此次
和学生一起见山见水见天地、同思同悟同求
索，打破传统思政教学的单一灌输模式，将
思政课教师从“方寸讲台”解放了出来。

“我们其实很怕学生们反馈课堂枯
燥、理论难懂。”闽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师江小莉说，“比如我教授的课程是《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理内容理论性比
较强，较为抽象。如何深入理解哲学含义
和背后的方法论，将枯燥的哲学讲得有意
思，很考验我们这些年轻的思政课教师。”

实践教学正好补齐了这个短板——
“社会大课堂”中丰富生动的实例，激发出
教师们将其巧妙融入思政课教学的灵感。

“我们一路上将总书记走过的山山水水、到
过的千家万户转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教
材，在实地考察调研中把思政课上得生动。
因为这些故事生动且真实，学生们不仅爱
听，而且自己也很乐意讲。”江小莉说。

“这次的社会实践，让我更笃信思政
课教师绝不能习惯于在书斋中坐而论道，
一定要‘接地气’。这个‘接地气’不仅指融
入现场，更包括了融入学生。”汪炜伟说，

“当代青年学生的话语风格、生活习惯、思
维方式与我们思政课教师有较大差别，这
也会影响思政课的授课效果。但是在社会
实践中，师生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同面
对途中困难、一同寻求解决方法，形成了
一个团结、勇毅、奋进的研学共同体，师生
之间交流沟通障碍消除了许多。”

“‘行走的思政课’，将让我在教学过
程中始终保持一种‘学徒’的心态。”厦门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刘也说。他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学生转为思政课
教师刚满一年，在此次社会实践中不仅感
慨于教书育人的不易，也更加认清了学术
研究始终要服务于社会现实。

“要想让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
学的学术研究获得一种现实性，我们必须
扎根于祖国大地。学术研究又要摆脱纯学
科的状态，才能实现其作为社会科学的方
法论。上好思政课、学好思政课，学生的探
索和教师的探索都应在社会的广阔天地
里进行。”刘也说。

让“有灵魂的行走”成为学习常态

“行走的思政课”受到师生们的高度
认可，也从另一个角度向我省高校思政课
程改革提出更高要求：如何让“有灵魂的
行走”成为学习常态？

专家学者指出，开展思政实践类活动
要围绕青年学子感兴趣的热点难点问题，
将经济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经济社
会发展重要领域作为“大思政课”的重要内
容，帮助青年学子了解国情、掌握规律、增
长才干。“大思政课”要有大师资，要善用请
进来的“他”力量，还要多利用实践教学基

地开展专题教育和实践教学，并用流畅简
洁的语言、鲜活生动的方式进行表达。

而综观今年我省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全过程，省委教育工委从省级层面“一
盘棋”部署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每一个实践
环节都有深意，每一条线路都亮点突出。

由厦门大学牵头，形成了一支成员囊
括思政课教师、大学生研习社本硕博学生
骨干、实践指导老师、学工队伍等在内的
全国线路实践团队，跨学段组合、跨校际
联合、跨区域实践，围绕“读经典著作、研
创新理论、讲福建故事、做时代新人”，从
福建出发，前往浙江、上海、河北（正定）、
北京等地追寻习近平总书记足迹，并与沿
线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
京大学等高校师生对话交流，一路行进体
悟、一路研习思想。

由全国重点马院——福建师范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牵头，指导全省88所高校以
思想探源之路、星火燎原之路、滴水穿石之
路、绿水青山之路、文化寻根之路、海上丝
绸之路、高质量发展之路“七大主题线路”
为重要脉络，自主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打造“一体多维”的社会实践新模式。

华侨大学、福州大学等高校围绕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示范开展社会实
践，组织师生深入开展国情考察，积极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感悟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伟力。

回望我省举行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的初心，恰是对“大思政课善用之”的
深刻思考与大胆创新。

“抓根铸魂，不是只在书本中，更要在
身边和生活中。”省教育厅思政处处长郑
邦华说，“我们希望通过国情考察、社会观
察、调查研究、学习体验等形式，引导青年
大学生追寻领袖足迹、感悟思想伟力、体
验伟大变革，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青年学
生成长之路。”

今年 7 月，就在“追寻领袖足迹 感悟
思想伟力”全省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举行期间，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等
十部门制定《福建省全面推进“大思政课”
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将建好课堂教学
主渠道、善用社会“大课堂”、搭建资源“大
平台”、建好育人“大师资”、构建工作“大
格局”等五条主要措施，健全完善“大思政
课”育人体系。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今年起，
我省高校将增加教学研究和教学
成果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建
立完善实践教学工作体系，
将思政课教师、辅导员指
导学生开展实践活动、指
导学生理论社团等纳入
教学工作量，同时严格落
实本科 2 个学分、专科 1
个学分用于思政课实践
教学的要求。有条件的
高校还将聘请思政课退
休教师担任教学督导员、
青年教师的成长导师，并
开设专门的实践教学课。中
小学校将安排一定比例的课时
用于学生社会实践体验活动。各
地教育部门也将积极建设“大
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打
造“ 爱 国 主 义 ”研 学 实
践线路，精心
打 造“ 行
走 的 课
堂”。

实践队师生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区参观。

安吉县余村现场教学。

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现场教学。

学生在嘉兴南
湖革命纪念馆内驻
足参观。

实践队师生在浦东开发开放主题展馆内合影。 实践队师生在雄安未来城市展示馆合影。

（本版图片均由省教育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