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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全院大学生中广泛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精神，推动上

海《关于在全市青少年群体中广泛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实施方案》在我院落实落地，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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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立足百年党史新起点，着眼

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在全院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以下称“四史”宣传教育）。

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学习

中国共产党历史为重点，教育引导青年学子深刻认识“四个选择”



1的历史必然性，弄清楚当今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自己所应担负

的历史责任，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

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更加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行，不断增强

“四个自信”，不断增进“四个认同”2，增强听党话、跟党走的思

想和行动自觉，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切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斗争精神培育、制度自信涵育，以“党

史十读”3为重要指引，教育引导青年学子从百年党史中不断汲取

真理力量、信仰力量、奋进力量，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

底气，继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努力成

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主要安排

（一）开展读书学史活动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相结

合，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

1 “四个选择”：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
2 “四个认同”：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3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2021 年为交大师生代表上党课并作形势报告时，提出了值得上海各级党员、各级青年

乃至全体市民思考的“党史十读”——读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的沧桑巨变，读出中国共产党人永

远不变的初心使命和永不褪色的人民情怀，读出中国共产党不屈的斗争和顽强的奋斗，读出中国共产党坚

持真理的执着和发展真理的勇气，读出中国共产党人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精神丰碑，读出中国共产党勇

于修正错误、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读出中国共

产党把握时代大势、赢得历史主动的胸怀格局，读出上海这座城市在党史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读出青年

一代传承红色基因、投身伟大事业的使命担当。



相结合，深入开展大学生“四史”学习阅读活动。重点上架、定期

推荐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题优秀出版物。充分挖掘利

用上海丰富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组织开展“经典

导读”“阅读之旅”“阅读马拉松”“阅读笔记展示”等形式新颖多

样、多元载体融合、学生广泛参与的“四史”主题阅读活动，营造

浓厚校园学“四史”氛围。

（二）开展学习宣讲活动

积极参与“上海市大学生理论宣讲联盟”活动，开展“给 00

后讲共产党”系列宣讲。院系领导上形势政策课和党课，邀请专家

学者、劳模英雄进校园开展“四史”宣讲活动。积极参加市教委组

织的“百课传百年”“四史”团课大赛、“百团知百年”“四史”主

题宣讲、走进小学生爱心暑托班等活动。

（三）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

梳理思政课程内容与“四史”的结合点、落脚点、知识点，将

“四史”教育有机融入原有思政课程。深入建设“自信中国”思政

课选修课，开展红色系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场教学课。依据文史

哲、经管法、教育学、理学、工学、艺术学等专业门类教学指南，

践行课程思政规范标准。打造“四史”教育微课，拍摄“四史”主

题微视频，进一步增强“四史”宣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

（四）发挥党团组织育人作用

强化党建带团建，发挥共青团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的育人作

用。持续推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将“四史”教育融入青



马骨干培养和团员骨干培训。用好“青春上海·青年大学习”学习

平台以及网上主题党课、团课等学习课程，依托党课、团课、入党

入团仪式、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主题班会广泛开展“四史”宣传

教育。

（五）开展研学实践活动

突出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的光荣历史，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上

海工作期间及担任总书记后来上海考察指导现场点，组织在校大学

生参加“初心之地、复兴之路、强国之梦、文化之根、魅力之城”

研学线路及实景课堂活动，纳入 2022 年度“明德·笃行”品牌项

目建设。组织队伍参加“追随总书记光辉足迹”大学生主题社会实

践活动和“上海六千年之旅”系列实践活动，动员青年深入了解城

市发展史、行业发展史、产业变革史，结合各地区、各行业的红色

资源，精选有代表性的城市地标，开展寻访活动。组织在校大学生

参加“党的诞生地”百万青少年红色大寻访、“青春报国”红色观

影教育实践等活动。

（六）开展致敬革命先烈活动

结合建军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国

庆节等重要节庆纪念日和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组织开展烈士陵园祭

扫、敬献花篮、瞻仰遗物等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英勇事迹和崇高精

神，线上线下结合开展继承先烈遗志宣誓活动、重温入党入团誓词

活动，发动青年学子广泛参与，继承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七）开展红色家风传承活动



以“红色百年·立德树人”为主题，开展家风征文、主题展演、

书画写绘等活动，以生动感人家风故事教育引导青年学生爱国爱党、

崇德向上。

（八）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新生军训期间，邀请国防教育讲师团进校开展“迈向强国新征

程·军民共筑强国梦”巡讲。征兵动员期间，邀请退役军人大学生

士兵进校宣讲。组织青年学子积极参加“尚武杯·爱我国防”大学

生演讲比赛，开展国防主题艺术作品创作征集展示活动，引导青年

学子尊重、尊崇军人，积极投笔从戎，报效祖国。

（九）开展青年勇当先锋行动

举办“前辈故事青年听、前辈故事青年说、前辈故事青年演”

主题活动，生动演绎行业前辈、优秀校友艰苦奋斗故事，激发青年

学子好学精艺、刻苦钻研，奋发有为。将“四史”宣传教育融入实

际工作，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专业技能竞赛、创新创业比赛

以及青年志愿服务行动，展现行健学子青春风采。评选、树立五四

表彰“青年标兵”典型，激励青年学子青春建功“十四五”。

三、工作要求

（一）把握正确方向

树立正确历史观，准确把握“四史”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

确认识和科学评价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旗帜鲜明反对

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防止“低级红”“高级

黑”问题，把好意识形态关口，真正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二）丰富载体形式

把握大学生群体的特点和习惯，用好校内校外资源精心设计活

动内容和载体，引导青年学子主动参与、深度参与，增强教育感染

力。发挥融媒体优势大力宣传开展“四史”宣传教育的经验和成果，

形成多平台多层次联动传播，汇聚正能量，振奋精气神。

（三）巩固深化成果

延用好、巩固好、发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四史”学习教育、党史学习教育中形成的成功经验和优质项目，

持续形成优质课程、典型案例、特色成果。

（四）加强统筹协调

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对青年的期望和嘱

托，充分认识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四史”宣传教育的重大意义，高

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组织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

位，务求取得实效。各类“四史”宣传教育活动需从青年学生身心

发展和锻炼成长需要出发，坚持公益性原则，严禁夹带商业广告和

商业活动。

附件：2022 年学院大学生“四史”宣传教育工作任务表

中共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委员会

2022 年 1 月 10 日



附件：

2022 年学院大学生“四史”宣传教育工作任务表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责任部门

（一）开展读书

学史活动

1.重点上架、定期推荐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题优秀出版物。 图书馆

2.充分挖掘利用上海丰富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组织开展形

式新颖多样、学生广泛参与的“四史”主题阅读活动。

语委办牵头

协同系部落实

（二）开展学习

宣讲活动

3.积极参与“上海市大学生理论宣讲联盟”活动，开展“给 00后讲共产党”

系列宣讲。 团委

4.院系领导上形势政策课和专题党课。 思政部、党办

5.邀请专家学者、劳模英雄进校园开展“四史”宣讲活动。
宣传部牵头

协同学系落实

6.积极参加市教委组织的“百课传百年”四史团课大赛、“百团知百年四史”

主题宣讲、走进小学生爱心暑托班等活动。 团委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责任部门

（三）发挥课堂

主渠道作用

7.梳理思政课程内容与“四史”的结合点、落脚点、知识点，将“四史”教

育有机融入原有思政课程。 思政部

8.深入建设“自信中国”思政课选修课。 思政部

9.开展红色系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场教学课。 团委

10.依据文史哲、经管法、教育学、理学、工学、艺术学等专业门类教学指南，

践行课程思政规范标准。

党办牵头

协同各系部落实

11.打造“四史”教育微课，拍摄“四史”主题微视频。
党办牵头

协同各系部落实

（四）发挥党团

组织育人作用

12.持续推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将“四史”教育融入青马骨干培养

和团员骨干培训。 团委

13.依托党课、团课、入党入团仪式、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主题班会广泛开

展“四史”宣传教育。

党办 组织部

团委 学生处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责任部门

（五）开展研学

实践活动

14.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及担任总书记后来上海考察指导现场

点，组织在校大学生参加“初心之地、复兴之路、强国之梦、文化之根、魅

力之城”研学线路及实景课堂活动。

宣传部牵头

协同学系落实

15.组织队伍参加“追随总书记光辉足迹”大学生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和“上海

六千年之旅”系列实践活动，动员青年深入了解城市发展史、行业发展史、

产业变革史，结合各地区、各行业的红色资源，精选有代表性的城市地标，

开展寻访活动。

团委牵头

协同学系落实

16.组织参加“党的诞生地”百万青少年红色大寻访、“青春报国”红色观影

教育实践。

团委牵头

协同学系落实

（六）开展致敬

革命先烈活动

17.以建军节、抗战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国庆节及清明节为教育契机，

组织开展烈士陵园祭扫、敬献花篮、瞻仰遗物等活动。线上线下开展继承先

烈遗志宣誓活动。
学生处

18.线上线下开展重温入党入团誓词活动，发动广泛参与。 宣传部 团委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责任部门

（七）开展红色

家风传承活动

19.以“红色百年、立德树人”为主题，开展家风故事采访、主题展演、书画

写绘等活动。

团委牵头

协同学系落实

（八）开展国防

教育活动

20.邀请国防教育讲师团进校开展“迈向强国新征程·军民共筑强国梦”巡讲。

邀请退役军人大学生士兵进校宣讲。组织青年学子积极参加“尚武杯·爱我

国防”大学生演讲比赛开展国防主题艺术作品创作征集展示活动。
学生处 武装部

（九）开展青年

勇当先锋行动

21.举办“前辈故事青年听、前辈故事青年说、前辈故事青年演”主题活动，

生动演绎行业前辈、优秀校友艰苦奋斗故事。

宣传部牵头

协同学系落实

22.评选、树立五四表彰“青年标兵”典型，激励青年学子青春建功

“十四五”。
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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