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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一、案例主题 

充分利用和发掘当地红色教育资源优势，培植有学校特色

的红色文化育人品牌。 

二、背景与起因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鲜亮的底色，红色资源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莱芜职

业技术学院位于革命老区济南市莱芜区，古有长勺之战留下“

一鼓作气”的千古佳话，今有山东省工委在莱芜重建，书写下

我们党“不畏艰难、勇于担当”的光辉历史，莱芜战役铸就了

莱芜军民“抢抓机遇、敢打必胜”的鲜明品格，小三线建设锻

造出莱芜人民“战天斗地、敢为人先”的不屈精神。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红色沃土的滋养中，2017年学校开

始创建红色文化育人品牌。创建之初正值莱芜战役胜利七十周

年，学校适时拍摄了微视频《莱芜战役中的中国共产党》进入

思政课堂，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效果，该视频先后获得原莱芜市

十大微党课、全国高职院校网络思政工作创新示范案例“全国

50强”荣誉称号。以此为契机，学校开始倾力打造红色思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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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育人体系，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快速发

展期，特色红色文化育人的氛围逐步形成。 

三、做法与经过 

为了让大学真正成为“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

的大讲堂，经过多年探索，学校逐步走出了一条课上课下结合、

校内校外联动、点线面结合，教师和学生共建共享,交叉式、

立体化、全覆盖的红色文化育人新路子，开辟了一条红色文化

助力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一）讲好红色故事，传播红色声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思政课，会讲故事很重要。不仅

老师要讲，还要组织学生讲。学校通过开展“讲好红色故事 传

承红色基因”故事征集、视频大赛活动，整理出版了《红色故

事》一书，并拍成微视频进入学生的思政大课堂，极大丰富了

教育形式，提升了育人效果。学校还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鼓励和引导学生走上讲台讲思政课，创作出一大批立意新颖、

主题向上的学生思政课精品，其中《纸短情长——让家庭成为

厚德之所》《民有健康 国有未来》主题思政课在首届全省高校

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中均获二等奖。 

（二）筑梦红色之旅，尽闪红色之光 

学校注重红色环境全方位育人，在校园串联起红色教育“

珍珠链”——将红色写在蓝天白云下，写在长廊墙面上，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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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建立起点、线、面结合，“室”“廊”“路”“园”“馆”

衔接的红色思政教育阵地，使红色成为校园文化宣传的亮丽底

色，使红色教育品牌成为学校最具竞争力、彰显知名度、提升

美誉度的“金名片”。 

校园中红色文化随处可见，国旗下演讲声声嘹亮、国旗护

卫队英姿飒爽、红色思政路蜿蜒向上，还有红色文化长廊里润

物无声，初心馆和党建主题公园内寻心筑梦，明德园英模墙边

驻足敬仰等景象，使学校广大党员、师生每次过往都能在学习

中叩击心灵，每次前行都能在体悟中积蓄力量。 

（三）走进红色圣地，传承红色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

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传承好红色基因，需要红色

资源在哪，就要把课堂放在哪。学校先后在山东省工委旧址、

莱芜战役纪念馆、山东小三线纪念馆、汪洋台等红色基地设立

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并组织师生赴枣庄台儿庄战役纪念馆、

铁道游击队纪念园等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采取主动式、开放

式、浸润式红色教育模式，实现了融会贯通、双向提高、共同

发展的育人目标。 

（四）引进红色名家，推广红色课堂 

做好用活红色教育，应该打破学校围墙，走向社会，让“

请进来”和“走出去”成为思政课的常态。学校把“请进来”

作为加强思政课师资力量的有效手段，大力开展“名家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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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邀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王传利教授、

兰州大学刘元春教授等专家授课，使师生不出校园就能感受“

大家”的风范和思想；把“走出去”作为延伸思政大课堂的有

效补充，大力推广领导干部到红色教育基地“讲党课”活动，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切身感受革命意志，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爱

国情怀。通过广泛的实践锻炼，学校打造出一支优秀的思政教

师队伍，思政课教授吴修荣先后获得山东省红色故事讲解员、

省委讲师团百姓宣讲员、山东省优秀理论工作者称号。 

（五）涵养红色源头，撒播红色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为

打造一支思政课“教师天团”，学校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大

力实施“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发展策略，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

武装思政课老师的头脑，努力使他们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

者，更好得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为充分发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作用，挖掘专

业课程中的红色思政元素，学校先后出台《关于加强思政课程

和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见》《莱芜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实

施方案》等文件，组织开展红色思政案例征集、“课程思政”

优秀教案评选等活动，为开展红色文化育人提供了重要支撑和

保障。 

四、成效与启示 

一是获得领导和专家肯定，取得丰硕育人成果。山东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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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光华对学校红色教育给予高度评

价，师生共撰共讲的《红色故事》由济南市委宣传部部长戴龙

成亲自作序，该书被评为2022年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读物。今

年，2项文化育人项目被立项为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1项

红色文化育人课题顺利结项。微视频《莱芜战役中的中国共产

党》被评为全国高职院校网络思政工作创新示范案例；1项教

师党员作品在首届全省思政微视频大赛获优秀奖，1项学生党

员作品在第二届全省思政微视频大赛获最佳传播奖；1部“我

和我的支部”党员教育片通过“灯塔——党建在线”审核；1

篇理论成果在《山东教育报》发表；2篇理论文章在《济南日

报》发表。 

二是得到师生一致认可，取得良好育人效果。讲好红色故

事，激活了课堂，充实了心灵，也激发了老师的教育热情和激

情。“如何书写好自己的人生？我们校园的‘思政路’会给我

们指明方向”“在写红色故事讲红色故事中，让我们更真切地

体会到力量来自信仰，方向决定道路”，同学们用发自肺腑、

质朴纯洁的语言表达对学校思政教育的认可，传达身为莱职学

子的喜悦。 

三是扩展当地红色基地，树立良好社会形象。据统计，近

年来学校的红色思政基地已吸引了校外近200家单位，1万多名

师生、部队官兵及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学习，举办入党积极

分子和党员发展对象培训、主题党日、思政教育等活动，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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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及周边地区响当当的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四是得到媒体广泛关注，产生较大社会反响。《中国教育

报》先后以“校园有条思政路”“师生共撰共讲红色故事”为

题，报道学校的红色思政教育。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青年报

客户端、山东电视台、山东教育报、济南广播电视台、济南日

报、大众网、鲁网等各级各类媒体都曾对学校的党建和思政阵

地进行广泛宣传和报道，社会反响热烈，好评不断。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梳理，认真总结，细化挖掘更多优质

红色资源，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培养更多高素质建设者和

接班人，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