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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成为党领导下的培根铸魂的育

人阵地，确保政治方向不偏航。高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

发展，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师生，传承红色基因，坚定

师生信仰信念信心，筑牢信仰之基。学习贯彻习近平文

化思想，担当新的文化使命，用主流意识形态筑牢高校宣

传思想文化阵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精神高地，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

精神世界，增强精神之力。用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成就和

伟大实践激励青年学生，在伟大事业中成就伟大梦想，彰

显时代责任担当，践行“强国有我”的奋斗誓言。

（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好新时代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

广西高校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学校各项工作的生

命线，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自觉承担起培育时代

新人的使命任务。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思想政

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坚持守正创新，深入推进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思政小课堂”与“社

会大课堂”同向聚合，“三全育人”和“五育并举”同

向发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高校教师要坚

持“育人者先育己”，将立德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弘

扬 教 育 家 精 神 ， 树 立 “ 躬 耕 教 坛 、 强 国 有 我 ” 教 育 志

向，锤炼高尚师德，以德施教，乐教爱生，用新时代高

校教师的精气神感染学生，用大德、大爱、大学问、大

视野做学生“大先生”。广西红色资源丰富，高校要深

挖红色资源这座“富矿”，用好用活红色资源，传承红

色 基 因 ， 培 养 红 色 传 人 。 此 外 ， 广 西 作 为 全 国 民 族 团

结进步示范区，要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传承少数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

强“五个认同”，以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

广西助力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如百色

学院立足百色老区“革命性、民族性、边疆性”优势资

源，形成了“红色铸魂、学以致用”的办学特色，构建

了百色精神铸红魂“三全育人”体系和“双元制+双园

制”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双系驱动”育人模式，构

建了四位一体的红色文化铸魂育人体系，使“红色”成

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最鲜亮底色。

（三）营造清廉政治生态，持续推进清廉学校建设

广 西 高 校 要 加 强 党 的 政 治 领 导 ， 学 校 党 委 要 落 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持党管办学方向，贯彻落实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依法治校，健全完善党

建工作长效机制，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建

立健全学校内部控制制度，确保党委履行好领导职责，

彰显领导干部清正本色，全面提升高校治理水平。畅通

师生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渠道，以人文关怀和优

质服务提升师生满意度，鼓励师生以主人翁姿态为学校

改革发展献言献策，以干事创业热情推动学校高质量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不懈培育优良校风和

学 风 ， 使 高 校 发 展 做 到 治 理 有 方 、 管 理 到 位 、 风 清 气

正。”[4]高校要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持续推进清廉学校

建设，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党风廉政建设为统领，以

师德师风建设为基础，以廉政文化建设为抓手，持续建

设“党风优良、校风清明、教风清正、学风清新”的清

廉学校，让高校以清廉政治生态成为党的领导下的坚强

教育阵地。

坚持质量为先，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全面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塑造教育发展新

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

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5]广

西高等教育要利用好国家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契

机，推动数字技术与高等教育的融合互动，以数字化新

引擎助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

展更加追求个性化、特色化，发展动力由自上而下、外

在推动转变为‘自下而上、内在追求’。”[6]数字化技术

促进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教学观念、管理方式等调整和

转变，实现数字化育人、数字化办学和数字化管理，赋

能减负增效。依托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自主开

发、搭建数字化资源平台，促进学习资源开放共享，实

现学习个性化、多元化、趣味化，让师生获得更积极、

高效的教育体验。利用数字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创新学

习场景应用，优化线上教学模式，打造智慧课堂，实现

师生数字化教与学的生动互动，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

和教学管理水平。利用虚拟实验室和模拟实践技术，让

学生能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实验和实践活动，突破实验

设备和场地的限制，提供更安全和可控的实验环境。利

用数字化平台，促进跨学科合作和资源共享，师生可共

享教学资源和学习经验，提高教学和学习的质量。利用

在线评估工具和技术，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估和认

证，提高评估的效率和准确性，为学生提供更灵活和便

捷的学习认证方式。

（二）积极推进高校质量文化建设，彰显新时代大

学精神

高 校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对 高 校 教 育 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质 量 要 求 。 高 校 质 量 文 化 是 以 质 量 为 核 心 ，


