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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师专委〔2019〕66号

─────── ★ ───────

关于学习贯彻《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
纲要》的通知

各党总支，各学院、部门：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

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

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对于引导全体人民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现结合学校实际，就学习贯彻《纲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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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坚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鲜明主

题，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和

民族团结为着力点，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始终

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着力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

报国之行，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贯穿立德树人全过程，使爱

国主义成为广大师生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

二、基本内容

（一）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

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

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

坚持并不断发展。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紧密结合

教育教学实际，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

堂、进头脑、进教材，真正使党的创新理论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要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上下功夫，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为爱国报国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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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要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用党领

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说话，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说话，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说话，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说

话，引导广大师生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倍加珍惜

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深入开展中国梦教育，引导广大

师生深刻认识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

的梦，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

的努力，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追梦人。

（三）深入开展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要深入开展国

情教育，引导广大师生深刻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

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始终准确把握基本国情，既不落后

于时代，也不脱离实际、超越阶段。要深入开展形势政策教育，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引导广大师生清醒认识

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

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进行伟大斗争中更好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

（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引导广大师生了

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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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自觉延续文化基因，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忘本来、辩证取舍，深入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要坚守正道、弘扬大道，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引

导广大师生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

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

（五）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和国防教育。国家安全是安邦定

国的重要基石。要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深入学习宣传总体国家

安全观，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自觉维护政治安全、国土安全、

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和外部安全。要加强国防教育，

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

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要深入开展增强忧患

意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强化风险

意识，科学辨识风险、有效应对风险，做到居安思危、防患未

然。

三、丰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载体

（一）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将爱国主义精神

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形式，丰富和优化

课程资源，支持和鼓励多种形式开发微课、微视频等教育资源

和在线课程，进一步增强吸引力感染力。理直气壮开好思想政

治理论课，引导学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

之中。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发挥学生主体作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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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互动式、启发式、交流式教学，增强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

针对性，在教育灌输和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树立国家意识、

增进爱国情感。

（二）组织重大纪念活动。充分挖掘重大纪念日、重大历

史事件蕴含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组织开展系列庆祝或纪念活

动及主题教育。利用国庆节这一重要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系列

主题活动，通过主题宣讲、大合唱、共和国故事汇、快闪等形

式，引导广大师生歌唱祖国、致敬祖国、祝福祖国。充分运用

“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等时间节点，广泛深入组

织各种纪念活动，唱响共产党好、人民军队好的主旋律，引导

广大师生牢记历史、不忘过去，激发爱国热情、凝聚奋进力量。

（三）发挥传统和现代节日的涵育功能。深化“我们的节

日”主题活动，利用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

重阳等重要传统节日，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健康、富有价值内

涵的民俗文化活动，引导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进家国情怀。

结合元旦、“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

青年节等，开展各具特色的庆祝活动，激发广大师生的爱国主

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四）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大力宣传为中华民族和

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宣传革命、建设、改革时期涌现出

的英雄烈士和模范人物，宣传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

和身边好人，以榜样的力量激励人、鼓舞人。广泛开展向先进

典型学习活动，引导广大师生把敬仰和感动转化为干事创业、



一 6一

精忠报国的实际行动。

四、加强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组织领导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级党组织要负起政治责任

和领导责任，把爱国主义教育摆上重要日程，纳入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要把学

习贯彻《纲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

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师生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之中，使爱国

主义成为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

（二）联系实际，务求实效。在党委会、党委理论中心组

学习引领下，各党总支要把《纲要》纳入政治学习内容，列入

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教育培训专题内容；宣传部要充分利用校

园网、广播、电子屏及微博微信等各类新媒体平台及时做好宣

传报道工作；学生工作部、团委要利用社会实践、校园文化活

动等形式，深入推进学习贯彻《纲要》进各级党团组织和学生

组织、进公寓、进班级；马克思主义学院要通过形势与政策课、

专题宣讲等方式，发挥好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推动爱国主义

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

（三）创新方法，加强宣传。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效果导向，在深化、转化上下功夫，在具象化、细微处下功夫，

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要创新形式载

体，探索方法手段，不断增强学习宣传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要及时总结、整理和推广学习贯彻《纲要》的经验做法，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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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纲要》的优秀典型、先进经验及时进行宣传报道。

中共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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