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胡东强 盛志信 美编 夏隆杰
2023年 1月 13日 星期五

如何推动党的二十大重
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
当其时。去年12月27日，学
校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
会明确了学校实现建校百年
远景目标的使命和任务，号
召全校师生要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朝着建设
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研究
型大学阔步前行。

学校把党的二十大精神
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的强大力量，固底板、扬优
势、塑品牌、显特色，全力办
学治校，潜心立德树人，服务
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加强科研创新，服务国
家战略。由重庆理工大学牵
头建设的“重庆几何拓扑基
础学科研究中心”于近日被
重庆市科技局认定为重庆市
首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这
体现了学校深入贯彻落实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构建
涵盖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
果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尤其把数学这一对科学研究
起着关键支撑作用的基础学
科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学校刘小康教授研究团
队完成的“大量程纳米时栅
位移测量技术及器件”获得
2020年度重庆市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解决了高端制造装
备的高精度位移检测难题，
实现了我国精密位移测量技
术及器件自主可控，该成果
亮相国家“奋进新时代”主题
成就展，被誉为“中国精度”。

瞄准建校百年远景目
标，学校将以创业的心态、奋
发的姿态、团结的状态，全力
实施高水平人才培养工程、
学科建设工程、科研攀登工
程、人才引育工程、开放协同
工程、治理提升工程和校园
建设提升工程，扎根重庆大
地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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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理工大学校园风景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学习研讨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
撑”的高度，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作出专门部署，凸显了教育的
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彰显
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价值
追求，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
方向。

心怀“国之大者”，重庆理工大
学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勇毅
担当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崇高使
命，通过“深学”“悟透”“笃行”，把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学校事业发
展的各方面、全过程，让党的二十
大精神“余音绕梁”“落地生根”，凝
聚起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
研究型大学的磅礴力量。

党的二十大开幕会当天，在
会议室、报告厅、办公室，在教
室、宿舍……全校师生准时守候
在屏幕前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
会盛况。

“学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
精神，坚定用党的二十大精神统
一思想、统领全局、统揽工作。
走好自己的路、办好学校的事，
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等‘国之大
者’，积极作为、主动担当，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当代‘重理
工人’的贡献。”学校党委书记康
骞表示。

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学校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形成了以
上率下、整体联动的“雁阵效
应”，在全校上下全面掀起学习
热潮。

“头雁”领衔，示范带动。学
校党委始终把强化理论武装作
为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以及

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基础性工
作，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及时制
定了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
文件。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突
出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这条主
线，通过观看视频、集体学习、专
家辅导、研讨交流等方式开展学
习。中心组成员原原本本研读
党的二十大报告，结合学习感
悟、联系工作实际畅谈体会、交
流思想、提高认识。

“群雁”联动，全员参与。学
校党委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
重点学习内容，组织全校师生开
展专题学习、专题研讨，通过“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主题团日和
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等学习活
动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校依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
办了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网络
培训班，组织全校科级以上干
部、教学系室负责人、全体党支
部书记和党务部门干部参加培
训。

学校组建了党的二十大
精神校园宣讲团，党委班子
成员充分发挥领学促学作
用，当好宣讲“排头兵”，带头
学习、带头备课，深入基层为
师生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将理论观点变成朴实道理，

“零距离”的互动交流，让宣
讲接地气、聚人气。

在学校宣讲团的带动
下，1月5日，学校红“芯”青
年讲习社线上开展了“对话
2035”——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习沙龙活动，以自我教育
的方式引领青年学子凝聚精
神力量、厚植家国情怀、涵养
进取品格。

作为活跃在校园的理论
学习社团，红“芯”青年讲习
社精心打造“我的信仰必修
课”特色育人项目，通过学生
喜闻乐见的情景剧等形式学
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组
建学生党员“讲师团”，深入
班级和团支部开展党的二十

大精神宣讲；在学生宿舍园
区创设讲习社活动室，创建

“红芯闪耀”网络学习平台，
实现“线上+线下”学习宣讲。

微视频朗读大赛、微党
课比赛、线上演讲比赛、知识
竞答……相继举办，校内各
级团学组织以多种形式开展
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活动，
让党的创新理论在学生心中

“生根发芽”。
学校充分发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重理工分中心、马克思主义
学院等人文社科学院学科优
势，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
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学校
举办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系列课程集体备课会，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有机融入
思政课教学；积极组织教师
参加“第三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重庆论坛”等教研活
动……

学校积极组织专家学者

紧扣高等教育以及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
深入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
神，推出了一批有深度、有影
响的研究成果，在党报党刊
发表高水平理论阐释文章7
篇，10篇优秀论文在“重庆市
高校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理论研讨会”上获奖。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2
月23至25日，学校与中国社
会科学院哲学研究院主办了

“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
学术论坛，搭建起思想交流、
学科建设和成果展示的平
台，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近400名专家学者和师
生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党的
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新观
点、新论断、新思想，从不同
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
了全面深刻的解读和阐释，
聚智聚力描绘“共同富裕”画
卷。

探索“深学”新格局 让校园涌动学习热潮 传播“悟透”好声音 让理论宣讲深入人心

务实“笃行”拓深度 让统筹实干见行见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这一关于立德树人的重要论述，是我国
高等教育的根本指南。重庆理工大学坚持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办学定位和人
才培养目标，充分发挥重庆市课程思政工作
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作用，构建三个机制、
注重三个融入、强化三个协同，创新课程思
政教育模式，探索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与价值塑造同频共振的有效途径。

构建三个机制 完善顶层设计
一是构建领导机制。学校党委强化对

课程思政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课程思

政主体责任，成立课程思政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构建具有重理工特色的课程思政工作体
系和建设路径。二是构建研究机制。学校
成立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形成“案例-课
程-教材-团队-名师-教研”专项研究框架，
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三是构建考核机
制。将课程思政教学效果作为青年教师教
学技能大赛、教学创新大赛等赛事的重要评
价指标，作为专业和课程建设、教师考核评
价、评优奖励的优先评价指标，不断提升教
师育人活力和动能。

注重三个融入 丰富育人内涵
一是融入兵工精神。强化学校“国防兵

工”办学特色，将国防兵工文化有机融入到
新工科、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中，充
分浸润到学生认知、情感和实践层面。二是

融入红色文化。深入挖掘校园红色资源，设
立“红岩精神展览室暨余祖胜烈士事迹陈列
室”，把红色教育基地变成课堂，把红色展品
变成教材，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情怀

“立起来”。三是融入工匠精神。用好学校
“纳米时栅”研究团队精益求精、勇攀高峰的
鲜活素材；让学生走进国防军工和高端制造
企业，在生产实践中真切感受工匠精神。

强化三个协同 提升育人成效
一是强化校院协同。注重校院协同发

力、联动育人，学校编写课程思政教学指南，
举办课程思政案例大赛，学院加大课程思政
教育教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人才培
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以及各类教学资源建
设。计算机学院“我的信仰必修课”荣获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案例二等奖。二

是强化课程协同。坚持课程思政与思政课
程同向发力，立项市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0
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20个，优秀基
层教学组织典型案例4个，入选“重庆市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个。三是强化课堂协
同。注重一、二、三课堂合力育人实效，将劳
动教育融入理论教学，实行“第二课堂成绩
单”制度，深入开展“三下乡”“返家乡”“青年
红色筑梦之旅”等志愿服务活动和创新创业
活动。学校获评2021年度全国大学生“返
家乡”社会实践表扬单位，连续28次荣获重
庆市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优秀单位，在第八届“互联网+”大赛中
获得金奖、银奖各一项，取得学校参赛最好
成绩。

丁军（作者系重庆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

构建“三三三”课程思政育人新模式
奏响铸魂育人新华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
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宣传教育，不断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
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
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
是重庆这座城市鲜明的红色标
识。市委六届二次全会全面系
统谋划了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的宏伟蓝图，对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重庆作出全面部署，我们
要从红岩精神中汲取建设现代
化新重庆的信仰力量、真理力
量、奋斗力量。

红岩精神高扬革命理想。
红岩精神之所以无比珍贵、永放
光芒，就在于蕴含其中的崇高革
命理想。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心的重庆暨
中共中央南方局所辖地区，在为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
命斗争实践中，以坚如磐石的理
想信念，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
坚守共产主义信念，时刻保持对
党和人民绝对忠诚。理想信念
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为了同
一个信仰，无数共产党人“甘将
热血沃中华”，哪怕历尽千辛万
苦，哪怕付出宝贵生命，依然无
怨无悔、义无反顾，红岩英烈就
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彰显了共产
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
风范。

红岩精神展现斗争意志。
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被关
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的共
产党人，宁愿把牢底坐穿，坚持
与敌人斗争到底的风骨和斗志
感天动地。张文彬“宁可坐牢而
死，决不跪着爬出去”；何功伟在
牺牲前依然慷慨表示“我只要一
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
江竹筠在失去丈夫、离开幼子的
巨大悲恸中继续革命，被捕后经
历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他们都以平凡之
躯铸造了共产党人铮铮铁骨的永恒灯塔和不朽
丰碑。党的二十大鲜明提出，“坚持发扬斗争精
神”是全党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之
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红岩英烈们敢
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鲜明品格，为我们今天的伟
大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面对各种矛盾问题
和风险挑战，我们要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面
对各种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风险挑
战，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
利。

红岩精神表征重庆特质。红岩精神有着深
厚的历史文化背景，重庆人自古就有不屈服的
英雄特质。早在宋元之际，重庆人以钓鱼城为
前哨阵地，英勇抗击了入侵的蒙古大军。二战
时期，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
一战线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交汇点，发
挥了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重庆生长孕育
于大山大川之间的人文精神，以及重庆人在艰
难险峻中所养成的坚毅劲勇的性格特点，与红
岩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重庆人在去年高温扑灭
山火中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貌，是重庆人固有性
格特质的外化，是新时代红岩精神的最好诠释。

红岩精神提供强大动力。要用红岩精神激
活重庆城的蓬勃朝气。重庆有着3000多年的
建城史，更是一座直辖才25年的年轻城市，要
在未来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就要发扬红岩英烈
身上那种充沛的乐观主义精神，团结一致、意气
风发朝前走、向前进。要用红岩精神厚植重庆
人的昂扬锐气。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
区、大库区于一体，又是西部重要的老工业基
地，发展基础薄弱、任务艰巨，要坚持“两点”定
位，实现“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需要以更加昂扬的锐气推进各条战线奋勇
争先。要用红岩精神滋养重庆党员干部的浩
然正气。要用红岩精神增强当代青年的厚重
底气。要教育当代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
和人民事业，让红岩精神代代相传。近年
来，重庆理工大学大力推进红岩精神“三
进”工作，实施红色文化实践育人体系，建
好用好红岩精神展览室暨余祖胜烈士事
迹陈列室，将其打造成为新生入学第一
课、学生入党第一课的思想政治教育
基地，切实增强青年学生的厚重底
气。
（作者系重庆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中心重庆理工大学
分中心研究员，本文为重庆
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成果。）

从
红
岩
精
神
中
汲
取
建
设
现
代
化
新
重
庆
的
磅
礴
伟
力

康
骞

学思践悟助事业发展 踔厉奋发谱育人新篇
重庆理工大学多向发力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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