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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思政课，是我非常关心的一

件事。”“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

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办学

就要尊重这个规律，否则就办不好学。”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年学子“人

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202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坚持不懈用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

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不断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处于“拔节孕穗期”的青少年，需要

思政课补钙壮骨、固本培元。当前，各

地积极探索抓好思政教育，不断推进思

政课教学改革创新，增强思政“金课”针

对性、吸引力、感染力。

打造“行走的思政课”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

民 族 魂 ，培 养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者 和 接 班

人，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高校

党组织要把抓好学校党建工作和思想

政 治 工 作 作 为 办 学 治 校 的 基 本

功。”——2019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南开大学考察时的讲话。

【实践故事】刚过去的假期，南开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三学生蒋代蕊和

多名同学一道，乘坐开通刚满一年的贵

南高铁，来到我国西南部乡村开展暑期

思政课社会实践。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环江毛南

族自治县陈双村，是 11 个民族杂居的移

民大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这里

发生了巨大改变。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可打开贵

南高铁设计图，却发现在环江一带拐了

个‘弯’。正是这个‘弯’，让我国唯一的毛

南族自治县有了高铁站，30 多万名群众

可以在家门口坐上高铁。”抵达乡村考

察的第五天，蒋代蕊在笔记本上写道。

她亲眼目睹了村里的变化：村里的

甘蔗、桑蚕等农产品销往更远处；毛南

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深山；当地美丽

的 自 然 风 光 和 民 俗 风 情 成 为 热 门“ 景

点”，吸引一批年轻人回乡创业。

“‘行走的思政课’让我们对祖国广

袤的大地有了更生动的感知、更真切的

认识。”蒋代蕊说，同学们一路都在思

考、探讨那些书本没有讲出的“答案”。

作为蒋代蕊的指导教师，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蓝海对这堂思

政课感触颇深：“思政课的资源不仅是

书本教材，更是我们的‘大课堂’和‘大

教材’，讲述着国家发生的历史巨变。”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80 多年前，内

忧外患间，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

开学典礼上提出“爱国三问”，燃起了师

生的爱国热情。

如今，南开大学创新思政课堂，先

后在全国 25 个省区市建立中国式现代

化乡村工作站 90 余个。学校还围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组织师

生调研解答学生关心的 100个问题。

“ 我 们 希 望 青 年 学 子 走 进 田 间 地

头、工厂车间，真切感知祖国的深刻变

革。”蓝海说。

仅今年暑假，南开大学就有 536 支

队伍近 4500 名师生奔赴全国各地，受教

育、长才干。

这 些 年 ，一 批 批 南 开 学 生 深 受 感

召，奔赴新疆、西藏、甘肃等地进行支

教；近 5年，近 2000 名学生毕业后选择到

祖国的西部地区就业；自 2017 年以来已

有 110名南开学子参军入伍……

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说：“我

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积极践

行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

旨，创新举措，努力培养更多堪当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培养新时代的“大先生”

“学校要立德树人，教师要当好大

先生，不仅要注重提高学生知识文化素

养，更要上好思政课，教育引导学生明德

知耻，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报国

强国大志向，努力成为堪当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202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城南书院校区）考察时的讲话。

【实践故事】在武陵山脉腹地的湖

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

龙镇十八洞村，33 岁的蒲力涛已在村小

当了十余年老师。

2013 年，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毕业

后，蒲力涛考取特岗教师，回到湘西投

身教育扶贫。得知十八洞小学缺少教

师，他主动请缨，来到了湘西最偏远的

小学扎根任教。“一师的光荣传统，让我

坚定地选择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

方去。”蒲力涛说。

百余年前，革命先辈和烈士用鲜血

和生命铸就了一师的红色基因。如今，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不少学生都有一

个梦想——为乡村发展铺就教育之路。

“一师校史作为生动教材，是培育

新时代教师的宝贵资源。”湖南第一师

范学院校长胡穗说，一师正探索一条以

大思政育大先生、以红色校史铸红色师

魂的师范生师德养成教育路径。

一师的校园里，散落着大礼堂、八

班教室、冷水浴古井等十余处红色纪念

地。“参观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是

入学的第一课，课余时间喜欢和同学追

剧《恰同学少年》。”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公费定向师范生周凤

婷说。

“成为教书育人的‘大先生’，必须

有坚守三尺讲台的奉献精神。”湖南第

一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罗成翼说，学校鼓

励学生扎根社会一线，深入调查研究，

了解社情民意，引导学生把个人理想与

祖国前途、民族命运联系起来。

近年来，一批又一批一师学生回到

乡村，接续托起山里少年的梦，成为小

乡村里的“大先生”。

在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蔡家岗中

学，一师毕业生麻小娟每晚为住校学生

在 就 寝 前 讲 暖 心 故 事 ，用 陪 伴 带 去 温

暖，已坚守一千多个日夜；

在湖南省炎陵县下村乡学校，毕业

生肖钰回到家乡学校开设心理课程帮助

学生守护心理健康、排解消极情绪，让孩

子们在关注与被爱中健康成长……

胡穗说，自 2006 年在全国率先启动

实施农村小学教师定向培养专项计划

以来，18 年间，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共培

养了两万余名乡村公费定向师范生，毕

业生在农村的从教率稳居全国前列。

画好大中小学“同心圆”

“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思 想 为 指 导 ，全 面 贯 彻 党 的 教 育 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思政

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

构建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深入推进

大 中 小 学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一 体 化 建

设。”——202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

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

【实践故事】走近农业物联网综合管

理平台，了解三代北大荒人的奋斗故事，

探寻黑土地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北大

荒农垦集团建三江分公司一处农场，哈

尔滨工业大学组织思政教师、辅导员、本

硕博学生、当地中小学生等 40余人，共上

一堂“田间地头”的实景大思政课。

“和大学的哥哥姐姐们一起上课，我

被深深地激励。我要努力学习，争取像

他们一样考入理想的大学，建设家乡。”

黑龙江省富锦市三江联合学校八年级

学生苗宸硕说。

打破“大学”与“中小学”间的边界，

打造贯通大中小学段的思政“好课”，这

是哈工大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的探索。

几天前，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师闫金红迎接了两位特殊客

人——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哈尔

滨市复华小学的思政教师，他们与闫金

红一同研讨，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等内容有机融入到思政课堂中。

“以往大中小学段各讲一部分，如

今集体备课可以从整体上规划各阶段

思政课的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既遵

循学生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避免教学

内容重复或缺失，又确保相互衔接，做

到循序渐进。”闫金红说。

“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吗？”“我们

需要哪些人工智能方面的知识？”……

今年 5 月，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

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李惠以“机器智

能与人类智能”为题，为近 500 名大中小

学生上了一堂难忘的思政课，学生们提

问不断，精彩连连。

“奏响思政育人协奏曲，要在小学

阶段启蒙道德情感、初中阶段打牢思想

基础、高中阶段提升政治素养、大学阶

段增强使命担当。”哈尔滨工业大学党

委书记熊四皓介绍，学校将充分发挥高

校牵引作用，不断拓宽能够辐射的“同

心圆”，吸引更多的高校和中小学参与

其中。 （据新华社北京电）

创新打造思政“金课”
新华社记者 丁锡国 邵香云 白佳丽

又 到 一 年 中 秋 。 自 古 以 来 ，在 中

秋月圆之夜，赏月、吃月饼寄托着中华

民 族 对 阖 家 团 圆 、幸 福 美 满 的 美 好 向

往 。 如 今 ，丰 富 多 彩 的 中 秋 节 庆 祝 活

动在全球各地上演，不同语言、肤色的

人们欢聚一堂，在音乐、诗文、美食中

共同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中秋节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天上月圆想到人

间 团 圆 ，这 是 中 华 民 族 特 有 的 浪 漫 情

怀 。 文 化 如 水 ，源 远 流 长 。 与 中 国 一

样 ，亚 洲 多 国 也 有 庆 祝 中 秋 的 传 统 。

韩国将中秋称作“秋夕”，在这天有吃

松饼的习俗；日本把中秋节称为“月见

节”，吃团子、赏月是当地的庆祝方式；

越 南 将 中 秋 节 和 儿 童 节 相 融 合 ，灯 笼

和玩具在这天必不可少……就像月饼

口 味 各 异 ，中 秋 在 不 同 国 家 展 现 着 多

姿多彩的文化魅力。但不论形式如何

变化，团圆、美好的寓意不曾改变。

随 着 全 球 化 进 程 不 断 推 进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正 在 体 验 中 秋 习 俗 、感 受 中

华 文 化 。 今 年 中 秋 节 前 夕 ，巴 基 斯 坦

商 人 布 莱 恩 在 天 津 参 加 文 化 交 流 活

动，第一次尝试亲手制作月饼；来自俄

罗斯的英语教师西玛在河北任丘写书

法、做月饼，学习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在河北北戴河，76 名留学生一起聆听

了嫦娥奔月的古老传说……哈萨克斯

坦留学生乌尔博尔辛·奥潘诺瓦希望，

回到哈萨克斯坦后能向家人介绍中秋

节 的 故 事 。 当 这 些 外 国 友 人 回 到 本

国，中秋文化里祝福团圆的美好情感、

倡导四海共邀明月的宽广胸怀便随他

们一起传到世界各地。

放眼海外，中秋节早已和春节、端

午 节 一 样 ，成 为 中 华 文 化 与 各 国 文 化

加速融合的“催化剂”。在德国柏林，

众多中华文化爱好者在中秋诗会上体

验投壶、扇面绘画、书法等文化项目；

在 澳 大 利 亚 ，一 场 中 秋 晚 会 吸 引 了 各

界友好人士和华侨华人参加；在巴西、

比利时、克罗地亚等地，丰富多彩的庆

祝活动也为当地增添了别样风采……

这些活动与当地地理人文环境融合在

一 起 ，呈 现 出 一 幅 幅 独 特 的 中 秋 风 情

集 锦 画 ，或 热 烈 奔 放 或 含 蓄 隽 永 的 庆

祝活动让传统中秋佳节焕发出独特的

生命力。

四 海 共 婵 娟 ，中 秋 文 化“ 出 海 ”为

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契机。人类

生 活 在 同 一 个 地 球 村 ，越 来 越 成 为 你

中 有 我 、我 中 有 你 的 命 运 共 同 体 。 中

秋文化中的“团圆”“美满”“丰收”等美

好 愿 景 契 合 中 国 扩 大 高 水 平 开 放 、促

进合作共赢的美好意愿。中华传统节

日 在 全 球 掀 起 阵 阵 热 潮 ，为 全 球 文 化

图景增色添彩，让“和而不同”“美美与

共 ”的 意 涵 日 益 深 入 人 心 。 正 如 伦 敦

威 斯 敏 斯 特 市 市 长 罗 伯 特·里 格 比 所

说，华侨华人群体为本地增添了“独特

而美好的视角和历史”，丰富了文化多

样性，而在中秋传统佳节期间，人们更

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

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以中秋

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饱含强大的精

神力量。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外文化交

流将进一步推动中外民间交往，促进中

国与世界各国民心相通、互学互鉴，为

消弭分歧、增进合作贡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 9月 17日电）

金风送爽，桂花飘香，又是一年

中秋时。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二仙掌村

村 民 张 小 女 已 备 好 粗 月 饼 ，只 待 皓

月 当 空 ，将 其 与 苹 果 、葡 萄 、石 榴 等

水 果 摆 放 在 农 家 小 院 的 方 桌 上 ，燃

香 敬 拜 。 之 后 ，她 会 将“ 大 团 圆 ”月

饼切成小块，分给赏月的家人们。

“每年八月十五都拜‘月婆婆’，

希 望 一 家 人 平 平 安 安 、团 团 圆 圆 。”

张小女说。

赏月、拜月、吃月饼——72 岁的

张小女从小就这么过中秋节，如今这

些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秋节

（泽州中秋习俗）的重要内容，在晋东

南、豫西北、冀南等地广为流传。

这些传承至今的习惯是中秋习

俗流传千年的精华。

中秋节的起源与古代月亮崇拜

及祭月密不可分。据宋代吴自牧的

《梦 粱 录》记 载 ，八 月 十 五 中 秋 节 正

是七月孟秋、八月仲秋、九月季秋三

秋之半，故得“中秋”之名。

月到中秋分外明。早在唐朝时

赏 月 之 风 大 兴 。 临 轩 玩 月 、泛 舟 望

月 、饮 酒 对 月 …… 赏 月 是 古 人 过 中

秋必不可少的节目。宋代孟元老在

《东 京 梦 华 录》中 提 到 ，中 秋 时 节 新

酒 、螃 蟹 、水 果 新 鲜 上 市 ，富 贵 人 家

和 普 通 百 姓 都 要 寻 一 处 好 地 方 赏

月，儿童嬉戏打闹，夜市里人们狂欢

到天亮。

中 秋 节 的 底 色 是 欢 快 的 ，但 以

月 之 圆 兆 人 之 团 圆 ，难 免 会 有 人 触

景 起 相 思 。 唐 代 诗 人 白 居 易 用“ 西

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表

达思乡之情；中唐诗人王建一句“今

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道

尽 对 友 人 的 思 念 ；宋 代 大 文 豪 苏 轼

醉 酒 后 借“ 但 愿 人 长 久 ，千 里 共 婵

娟”传递对亲人的深情祝愿。

如 果 说 唐 宋 时 期 爱 赏 月 ，明 朝

则 重 视 拜 月 和 团 聚 ，这 是 一 件 充 满

仪 式 感 的 事 。 中 秋 夜 ，人 们 在 家 或

户 外 设 月 神 牌 位 ，摆 上 供 品 ，叩 拜 ，

祈 求 月 神 赐 福 。 男 子 愿 蟾 宫 折 桂 ，

女子盼美丽容颜和美满生活。

这时月饼成为中秋节的节令食

品，既可当供品，也是亲友间相互馈

赠的佳品。

明代《帝京景物略》中这样描述

中 秋 节 ：“ 八 月 十 五 祭 月 ，其 祭 果 饼

必圆……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饼

有 径 二 尺 者 。 女 归 宁 ，是 日 必 返 其

夫 家 ，曰 团 圆 节 也 。”可 见 当 时 的 月

饼较大，需全家分而食之。

张小女制作的“大团圆”月饼体

现了当地特色。泽州粗月饼看上去

像 一 个 锁 着 花 边 的 圆 形 面 饼 ，内 包

两 层 冰 糖 、花 生 、葡 萄 干 、核 桃 仁 等

杂碎馅料，表面装饰图案，或蒸或烤

而 成 。 讲 究 的 图 案 比 较 复 杂 ，但 张

小 女 喜 欢 在 村 口 拔 棵 野 草 ，洗 干 净

后，印在上面，充满野趣。

“ 现 在 市 场 上 卖 的 月 饼 口 味 有

几十种，但 3 个儿女还是吵着要吃妈

妈做的粗月饼。”古稀之年的张小女

一脸骄傲地说。

除 赏 月 吃 月 饼 外 ，中 国 各 地 还

有 丰 富 多 彩 的 中 秋 习 俗 ，例 如 福 建

厦 门 的 中 秋 博 饼 游 戏 、江 西 安 福 县

的 中 秋 烧 塔 习 俗 、香 港 的 舞 火 龙 节

庆 仪 式 等 ，带 给 人 们 节 日 的 欢 乐 和

祝福。

随 着 时 代 变 迁 ，一 些 中 秋 传 统

习 俗 在 淡 化 ，传 承 方 式 也 在 由 家 庭

传承向社会化传承发展。人们通过

社 区 、景 区 等 公 共 平 台 乐 享 中 秋 传

统文化。星空论坛、文艺晚会、祭月

大典、社火表演、打制粗月饼……今

年 中 秋 节 假 期 ，“ 中 国 赏 月 名 山 ”晋

城 珏 山 景 区 推 出 系 列 活 动 ，游 客 可

免费观看和参与。

中国民协中国民间文化创新发

展 中 心 副 主 任 常 嗣 新 说 ，中 秋 节 传

承着绵延千年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认

同，虽然习俗在演变，但团圆是永恒

旋律，更是中国人普遍的美好愿景，

在尽享亲情友情中增进家庭和民族

的凝聚力，涵养家国情怀。

（新华社太原 9月 17日电）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中秋时节话中秋
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

月 满 祝 团 圆 四 海 共 婵 娟
新华社记者 尹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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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乐享多

彩假日。

图为 9 月 16 日晚，在湖北省宣恩县

城贡水河畔，人们身着传统服饰参加巡

游活动。

新华社发

“你已违规停车，请立即驶离。”听到声响，路

边违停的司机连忙放下手机，扭头一看，一辆蓝

白色的警用无人巡逻车正在“喊话”。待司机驶

离后，巡逻车立即打灯变道，稳稳地向前开去。

在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常往来的司

机们已经渐渐熟悉这个“头”戴爆闪灯和智能云

台摄像头，“身”背高功率外放音响，时不时发出

语音劝导警示的“无人车交警”。

以“无人车交警”为代表，为新技术、新产品、

新模式提供创新环境，是安徽省合肥市全域场景

创新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交管场景中，合肥市交警部门挖掘并发

布 应 用 场 景 后 ，吸 引 了 多 家 企 业 加 入 。“今 年 3

月以来，我们先后投放两辆无人巡逻车，日均行

驶里程均超过 40 公里，驱离违停车辆 200 余辆

次。”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大队大队

长陈玉说。

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到推广应用，新技术、

新产品往往要完成“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

价值。“场景创新工作要突破，需要解决‘谁来找、

到哪找、怎么用’的问题，帮助创新成果完成‘最

后一跳’，这离不开体制机制先行一步的改革。”

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场景应用创新工作专

班负责人高峥嵘说。

为了建立有利于全域场景创新工作的政策

支撑体系，合肥市成立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任双组长的场景应用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组

建场景应用创新工作专班，将全市场景创新资源

纳入“一盘棋”中统筹调度。同时，把场景创新当

新兴产业来抓，成立城市级场景公司——合肥市

场景应用创新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加快资本、人

才、技术等要素汇聚，通过市场化运作服务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无人巴士供行人扫码乘坐，无人售卖车招手

即停、扫码购物，直升机“从天而降”送来奶茶、蛋

糕、炸鸡……在面积 12.7 平方公里的合肥骆岗公

园，已开放了 4.6 平方公里用于开展场景创新探

索，一个全空间无人体系城市级应用场景正在加

速建设中。

包括骆岗公园、未来大科学城、中安创谷等

在内，一批带动性强、覆盖面广的“超级”场景正在不断涌现。据统计，仅骆岗公

园已引入无人车、无人机、AI科普设备、能源管理、智慧会议平台、智慧安防管理

系统等新技术、新产品超 100 个，联动科创企业超 500 家。预计到 2025 年，每年

参观体验骆岗公园超级场景的游客将不少于 1000 万人次，为吸引更多的新技

术、新产品提供应用验证和迭代升级的空间，实现产品的“应用场景”变为企业

的“发展前景”。

截至今年上半年，合肥市共挖掘场景需求超 800 条，通过召开场景发布会等

方式，累计发布 6 批次市级场景清单共计 451 项，形成意向对接单位共 2660 家，

意向对接金额预计 36.58 亿元；形成各类落地合作项目共 555 个，落地合作金额

5.66亿元。

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还将进一步面向科技创

新、城市建设、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生态环保等更多领域，整合场景应用资源，

加快建设“全域场景应用创新之城”，让城市变成“大场景”和“试验场”，以场景

创新变革推动技术成果更快速地进入市场。 （据新华社合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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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