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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一、案例主题 

以“孔繁森精神”为抓手，推动思政育人创新发展 

二、背景与起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

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

变色”。近年来，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以党建为引领，不

断加强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守好

意识形态主阵地，积极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取得初步成效。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以“筑

信仰根基、传英模基因”为己任，立足鲁西，深入挖掘孔繁

森精神内涵价值，建立了“师资共建、资源共享、课程共创、

理论共研”四共机制，创新了孔繁森精神融入“队伍、课程、

环境、实践”的四融路径，不断开创思政育人新格局。 

三、做法与经过 

（一）以“孔繁森精神”为抓手，传承红色基因 

马克思主义学院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

基因传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根鲁西大地，依托聊

城丰富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建立孔繁森精神与红色文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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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设立孔繁森精神研究专项资金，与孔繁森同志纪念馆

等 12 个红色文化场馆开展合作，协同研究部署、统筹推进孔

繁森精神的挖掘与传承工作，开发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基地

培训课程、师资培训、现场教学点和市域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规划设计。与常州大学联合发起成立全国馆校合作联盟，整

合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等国内 53 所红色场馆、18 所高校，建

立馆校合作平台，构建校馆协同育人共同体，打造英模文化

育人品牌，探索新时代孔繁森精神和红色文化育人路径，以

文化自信凝聚奋进力量。 

学校红色文化氤氲，开设繁森精神选修课，开办黄河大

合唱艺术团，广泛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将公仆赞唱响在

运河畔，将繁森事迹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舞形式呈现给大

众，让繁森精神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绽放。“小叶子”礼仪

志愿队亮相进博会、博鳌论坛，展示繁森故里青年的时代风

采；通过孔繁森精神育人实践，增强了学生的爱党爱国情怀，

1.4 万名学生利用假期深入到乡村和社区开展社会实践，到祖

国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的氛围已蔚然成风。 

（二）建立“四共”机制，实现资源共享 

构建起“资源共享+师资共建+课程共创+理论共研”协

同机制。团队历时 5 年开展“追随繁森足迹”孔繁森精神口

述史活动，足迹遍及北京、西藏 14 个省、直辖市，采访孔繁

森亲朋好友 317 余人，录制视频 18197 分钟，征集重要藏品

260 余件套；系统整理孔繁森的生平事迹、影音资料，打造

孔繁森精神教学案例库；与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孔繁森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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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党性教育基地等共建孔繁森精神实践育人基地，建成

孔繁森精神“口述史料+教学案例库+体验基地”的多样化教

学资源。打造红色音乐经典课程《孔繁森》，针对高职生创

建孔繁森精神专题课、浸润课、体验课 26 门，让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同向同行；与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合作举办了全国孔

繁森精神研讨会、全国馆校合作联盟交流会，联合申报课题

20 余项、撰写理论文章 50 余篇、出版红色读物 10 余本；邀

请校外专家进校园做报告讲精神，校内教师进场馆谈境界论

担当，场馆馆员进课堂讲故事树榜样，打造善于“学做转化”

的思政师资团队。 

6 年来，学校培养优秀高职毕业生近 3 万人，递交入党

申请书人数比例年均增加 10%，依托“黄河大合唱”等 20

个红色社团，打造“文艺轻骑兵”优秀品牌项目，赴江苏淮

安、山东青岛等 20 多个城市参加合唱展演。 

（三）创新“四融”路径，校馆协同育人 

坚持“队伍+课程+环境+实践”全融入。通过 91 场专家

报告、135 次场馆体验、26 人次访学进修、6 轮孔繁森精神

说课比赛，为场馆设计 VR 全景虚拟展厅、制作新时代小药

箱、培训讲解员等，形成“理论强基+跨界培养+实践提升”

的队伍培养模式，将孔繁森精神融入教师职业成长全过程。

以闭环式教学设计为思路，提炼育人元素，开发课程体系，

创新授课形式，完善考核评价，构建“专题课+浸润课+体验

课+培训课”的孔繁森精神课程体系。建设校内“四史”主

题教育馆、长征路实践教学点、红色书库、海源广场“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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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一库一场”等标志性设施，布展系列道旗、设计校园雕

塑等校园景观，设立繁森微课、繁森家书、繁森剧目等网站

专栏，依托微信、微博、快手、抖音等网络平台，形成物质

+人文+网络的孔繁森精神育人环境。开展“繁森式班级、学

生”等“九星”争创活动，举办唱繁森、演繁森、颂繁森等

社团展演，开展三下乡、社区宣讲、帮老助残等服务，将孔

繁森精神贯穿到新生入学、在校学习、社会实训全过程。 

四、成效与启示 

“校馆协同、四共四融”模式打造了职业院校育人新形

态，实现了传承孔繁森精神校内“小循环”与社会“大循环”

的融通，国内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学校运用孔繁森精神育人典

型做法，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 

学校报告文学《大爱传奇—中国共产党人孔繁森》被列

入国家新闻出版署《“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音像、

电子出版物出版专项计划》，开发教材《照片背后的孔繁森

故事》等 10 余套，立项教科研课题 35 项，撰写论文 75 篇，

成果及论文被同行广泛关注。获全国首届思政课教学展示活

动一等奖、山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等奖项 12

项；入选山东省教师队伍建设专家库专家 10 人、山东省教育

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11 人，山东省教学名师、优秀教师等

40 余人，聊城市首届羡林学者、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优秀教师 50 余人；立项山东省名师工作室 3 个、山东省课程

思政示范课 4 门、山东省思政金课 1 门。 

2021 年 6 月 28 日下午，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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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课教学部

党总支（后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被中共中央授予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是入选“全国先进基层党

组织”的唯一一所职业院校。2022 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

支又获批教育部“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建设单位；

学校团委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参与撰写人员：孙剑、曲江波、逯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