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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支部书记队伍，选配好德才兼备的教师担任学生支部

书记，把学生工作队伍作为加强思政课建设的生力军。

在日常学习中，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讲座、消防演练等

关键安全活动，筑牢安全防线；同时，通过开展心理团

辅、心理测评等，关注学生心理和成长；建立经济困难

学生助学奖励激励体系，帮助经济困难学生完成阶段性

学业，建立教育、考核、监督与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师风

长效机制，从制度上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二是抓好全过程育人的工作机制，坚持把育人工作

覆盖到学生开学至毕业，甚至就业前期的全过程。借助

新生入学教育契机，从思想政治教育、职业发展、综合

素质拓展等方面，循序渐进引导同学们将小我的个人发

展融入到国家和社会大我发展之中。开展“学风建设”

“文明建设”等系列校园活动，让导师指引、朋辈引领

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持续开展“一对一”心

理疏导，关注、关心、关爱重点学生群体；重点把握考

试周、就业季等关键节点，将升学、就业等工作落到实

处，做好“一人一策”跟踪式就业服务。以修订各学科

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大纲为契机，将专业课程与思政课

程相结合，加强注重社会实践活动，培育学生担当意识

和社会责任感。

三是利用好全方位育人的工作平台，全力打造“校

企 合 作 ” “ 课 堂 内 外 ” 等 贯 穿 教 育 教 学 全 方 位 育 人 平

台。加强校内校外联动，深化与各行业、企事业单位、

科研院所等机构合作，举办学术论坛，邀请行业精英共

同研讨人才培养发展趋势。充分引入校友资源，共同助

力育人工作。加强课内课外协同，围绕思想成长、社会

实践、创新创业、文体艺术等内容，实现第一、二课堂

的有机结合和无缝衔接。加强党建带团建推进共青团规

范化建设，将思政工作融入学生第二课堂，加强线上线

下结合，把思政工作延伸到网络空间，全面构建网络育

人阵地，发挥好线上“云平台”正向引领作用，加强网

络阵地思想教育对青年学生的引导。

结　语

总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

中，在目前“两个一百年”重要交汇的时间节点，坚持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把握时代节奏，特别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

培养好一批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确保红

色江山不褪色，使党和国家事业有可靠且充足的后备力

量。对于西部民族地区而言，培育时代新人在区域经济

发展、地区民生稳定、少数民族团结等方面更加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强西部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不仅要注重地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还要热爱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确保西部广大学

生可以自觉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并

在接下来的人生奋斗进程中为西部建设、为祖国繁荣、

为中华振兴乃至全球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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